
管理“专车”，切忌权力利益化

“封杀令”刚下，各地客管或
运管部门就行动了起来，最近几
天不时传出“专车”被查的消息。
按照报道中的描述，执法人员的
取证过程似乎可以用“钓鱼”二字
来形容。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之
内，在互联网企业或汽车租赁公
司与管理方完成“沟通”之前，现
有的“专车”恐怕只能“蛰伏”起
来。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谁
最受伤？还不是那些有打车需求的

乘客？大家都清楚，虽然“专车”比
合法的出租车价格贵，但服务水平
也是大大超出，“专车”的兴起本身
就代表了市场对这一新生事物的
认可。如果抛开“性价比”这个表面
化的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现
有出租车的运力水平、服务水平难
以满足市场需求。从这个角度来
看，很容易发现一对矛盾，以提高
出租车管理水平、方便市民出行为
目标的管理者，反倒在花大力气做
着南辕北辙的事。

事实上，“专车”之所以能成为
搅局者，恰恰说明现有的出租车管
理存在问题，是现有问题给新生事
物创造了生存空间。要说城市里的
打车难，相信人们多少都有很深的
体会。在运力之外，服务质量也难
见提升，不用说像“专车”那样提供

免费矿泉水、纸巾、雨伞，相当一部
分出租车连车内清洁都无法保证。
正是因为存在诸多问题，市民们才
会对服务到位、车型高端的“专车”
抱有好感。

然而，对于这一新生事物，一
些地方的管理部门却急不可耐地
进行封杀，头一天下“封杀令”，第
二天就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不
仅将交通部此前的公开表态置之
脑后，甚至为了达到查处“专车”
的目标，连“钓鱼”的手段都使了
出来。之所以如此失态，恐怕还是
因为利益涉入太深，谁动了我的
奶酪，我就将其封杀。作为搅局者
的“专车”，表面上是分流了出租
车的客源，实际上是对审批出租
车牌照的权力造成了冲击，而各
地客管部门一系列的封杀行动，

恰恰凸显了部门权力利益化。
那些封杀“专车”的管理者，

显然是“走得太远，忘记了当初为
何出发”，设立审批出租车牌照的
权力，是为了给群众出行提供便
利，而不是给相关部门创造自肥
的工具。看看城市打车难的现实，
再看看市民对“专车”的认可，就
更清楚如何管理“专车”。对于管
理者而言，不仅要学会用市场思
维应对现有的“专车”，更要审慎
考虑如何改变现在这种僵化、封
闭并给权力寻租创造了空间的管
理模式，以市场活力弥补出租车
领域在运力、服务上的不足。相
反，当权力与部门利益紧密地绑
定起来，当权力的行使背离了初
衷，这样的权力才是最应遭到封
杀的。

那些封杀“专车”的管理者，显然是“走得太远，忘记了当初为何出发”，设立审批出租车牌照的

权力，是为了给群众出行提供便利，而不是给相关部门创造自肥的工具。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安全说到底是人的事。保障安全
的是人，制造安全隐患的也是人，一
旦出了安全事故，最终受到损害的还
是人，所以安全其实关联着我们每一
个人。只有人人都对安全怀有敬畏之
心，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安全。

每到节假日，各地都会开展安
全大检查，查的是安全隐患，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本是好事，然而一些
单位主管人员却跟检查人员玩起了

“躲猫猫”，来检查了拾掇一番，检查
人员走了我行我素，安全隐患照旧。
哄走了检查人员，表面看上去似乎
得了便宜，殊不知，如此一来，安全
隐患的“炸弹”也留下了。无论是单
位还是个人，如果对安全没有敬畏
之心，应付了事，到头来很可能是害
己害人。

我们常说安全责任，但是责任不
能总是推给别人，尤其是对待安全这
个关乎生命的大事，人人都应该重
视，时刻都需要留心，不能老是找理
由推脱，“等等再说”“不归我管”的思
想往往比现实的隐患更可怕。出了安
全事故后，一些企业或个人习惯去争
论谁对谁错、责任大小，却不想想事
前都做了什么，有哪些担当。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
人的生命为代价。对安全敬畏，就是
要把人的安全和生命放在第一位。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一些人安
全意识不高，侥幸心理和形式主义
却不少，缺乏对安全最起码的敬畏
感。

安全面前人人平等。你敬畏安
全了，安全就会在你身边驻足；你忽
视它，不拿它当回事，安全就会远离
你。

□魏文彪

7日，安徽六安市三十铺镇有村
民与开发商发生纠纷，就在民警和
村干部现场调解时，挖掘机司机强
行启动挖掘机，将该村妇女李某的
腿轧断，并叫嚣：“轧死你由政府埋
单！”（1月8日《安徽商报》）

事发现场，当地民警正在对纠
纷进行调解，挖掘机司机按说应当
有所顾忌。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竟
然当着民警的面，罔顾村民的安全，
强行启动挖掘机。或许在挖掘机司
机看来，对于其实施故意伤害的行
为，民警可能并不会予以制止，当地

有关方面事后也不会对其“怎么
样”。

挖掘机司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
的“误判”，在于当前部分地方政府
在开发商与村民发生冲突时，往往
采取片面维护开发商利益的态度与
做法，在相关冲突的处置上有失公
平公正，导致部分开发商有恃无恐
地侵犯村民的利益。

显然，唯有在依法对侵害村民
权益的开发商实施严惩的同时，一
并对纵容违法开发商的政府官员实
施严厉问责，才可能杜绝各类开发
商侵害村民权益事件的发生，在更
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岁末年初说安全⑤

上心才有安全

据《南京日报》报道，江西修水县法院在审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中，扣押
了被告方一辆路虎越野车。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辆至今遭扣押的越野车
竟出现了多达20条的违章记录。法院工作人员称，违章有可能是车辆送出去
维修导致。 漫画/勾犇

莫名违章

A02 评论 2015年1月9日 星期五 编辑：吴金彪 组版：郭传靖>>>>

QILU EVENING NEWS

www.qlwb.com.cn

本报地址
济南泺源大街6号

邮编
250014

传真（0531）
86993336 86991208

报纸发行（0531）
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
82963166 82963188

82963199

差错投诉
96706

发行投诉（0531）
85196528

邮政投递投诉
11185

即时互动平台

“壹点”官方APP

齐鲁晚报微信
qiluwanbao002

新浪官方微博
weibo.com/qlwb

叫嚣“政府埋单”的胆气何来

□崔滨

在各路媒体的齐心协力下，这
场令人悲伤的踩踏事件被还原得
毫发毕现，彼时恰好身处外滩陈毅
广场事故现场的《南方都市报》首
席记者郭现中的手记，写出了所有
事件亲历者的劫后心声：“命运翻
云覆雨，强壮如我面对洪流也不过
一粒草籽，只能仰望和接受。”

大难余生感谢冥冥中的命运
尚有情可原，但在公共安全这一重
大社会问题前只能“仰望和接受”
断然无法让公众接受，尤其这还是
在经历过世博会、亚信会等多次大
型公共活动，城市管理水平和市民
公共素质在全国居于前列的上海。

于是，在遍访亲历者并复盘陈
毅广场的地形路线后，《经济观察
报》汇总出此次踩踏事件的九大致
命细节：劝不动
的外滩成群“跨
年一族”、只能承
担免费灯光秀的
大学生、对广场
人流毫无概念的
家长、没有安排
单向通行的狭长
楼梯、不懂得避
让晕倒者的推挤
人群、新旧举办
地名称雷同易引
混淆、跨年灯光
秀广告宣传吸引
力高、汹涌人潮
让规划设计者猝
不及防、人群过
于密集时未及时
疏散现场等等。

针对这些致
命细节，舆论纷
纷将批评的焦点
指向中国自上而
下缺失的公共安
全意识。在《中国
青年报》的事故
报道中，亲历踩踏事故并参与现场
急救的浙江省温州市儿童医院儿
童感染科护士吴小小，对事故发生
后“临时隔离区域内集中的伤者越
来越多，却几乎没有新的懂急救的
志愿者加入”的回忆格外刺眼。

而《法制日报》则沿着依法管
理公共事务的思路，对政府在其中
的缺位展开评述：“在现场的突发
环境中，群众是盲目和非理性的，
不能指望通过教授群众的自保和
逃命攻略来降低损失，更重要的是
属地管理方的风险管理，通过精细
化的风险管理全面排查高危风险，
及时做好主要节点的防护，通过人
性化的风险管理来适应现场群众
的非理性和盲目。”

由于此次事件中，上海警方、
交通部门在利用微博、短信提示人
流与交通上的滞后，《法制日报》以
此为评论突破点，建议政府主管部
门对大型活动的安全“制定相应的
法律、法规。凡是重大、大型活动，
都要有一套成文的规定、标准、法
律要求，并且有相应的责任承担
者，通过认真的实施，加上严肃的
事后追责，把控住风险。”

除了这些就事论事的关注，集

纳外媒声音关注中国大事的《参考
消息》，借《金融时报》之口，深挖外
滩踩踏事故之下的深层社会心态：

“中国用GDP和房地产堆积起了很
多城市，但如何管理城市则是一门
新的学问。如何协调交通、旅游、文
化、媒体、安全、社区防范、预警监
测等各个部门，不断完善真正以人
为本的城市？这需要中国国内城市
管理者坦率承认差距，认真理清思
路。”

这一“如何管理城市之问”的
确击中了中国城市管理部门的软
肋，就在外滩踩踏事故“头七”之
日，北京等多地传来在公安、商务
部门的约谈后，诸多大型商超临时
停办春节大型活动的新闻，理由无
一例外皆是“因为上海的事故”。而
西安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堂而皇之
地在其官网上发布的“上海踩踏证

明 我 院 管 理 正
确”，更是将国
人运动式“亡羊
补牢”公共安全
的懒政惯性，展
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西北大
学现代学院招来
舆论一片“因噎
废食”的批评，但
其在文中提到的

“试问哪一座城
市里没有那样的
广场？哪一个生
活着数十万大学
生的城市没有到
洋节时青年人的
无厘头痴迷与狂
欢？可以说死神
已经在许多城市
徘徊了许多年，
终于在2015年的
上海元旦夜找到
了显身的机会。”
让人不由得想到

《经济观察报》对
中国城市拥挤生活状态的评论：

“即使没有外滩踩踏事件像一
根巨刺刺痛人们的神经，每天面对
拥挤所造成的负面情绪都可以显
示，中国越来越多人口数百上千万
的超大城市已不堪人口压力重负，
如果不对人口和公共管理秩序加
以控制，城市的拥挤与无序最终会
侵蚀城市的活力、影响城市生活的
质量。”

也唯其如此，如何在沉重的人
口数量、局促的城市空间里跳好公
共活动之舞，法律学者姚遥在腾
讯·大家频道上记述自己在外滩广
场事故的同时，身处纽约时代广场
跨年活动的经历，便显得格外富有
借鉴价值：提前布控，区域分割，模
块管理，协调控制，“让最多的人群
享受到了快乐，又能井井有条地疏
导人群进出，确实是相当高超的综
合管理水平。见贤思齐，回想起纽
约时代广场的新年夜，就会不禁地
反思，我们何时能学会好好地热闹
一场呢。”

踩踏之后

谁也不会想到，国人
2015年资讯生活的第一
个头条，是36死47伤的上
海外滩踩踏事故。跨年、
外滩、灯光秀、踩踏、死
亡，当这些欢乐与惊惧的
字眼，以如此酷烈的方式
交汇在一起，这个新年第
一起公共事件，意义早已
溢出了事件本身，让它在
事件过去多天之后，依然
余音未绝地停留在舆论
场视线的中心。

葛舆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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