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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冯波

5日上午,一张济南警车被
贴罚单的照片在微博上引来众
多网友点赞。历下交警支队工
作人员表示 ,非执勤警车违反
交通法规被贴罚单很正常 ,一
样要交罚款。（详见《齐鲁晚报》
6日C04版报道）

其实，警车被贴罚单并非
咱们济南交警的首创。早在
2009年，青岛、长春、重庆等地
就已出现过交警给违章警车贴
罚单的情况。包括北京、石家
庄、长沙、无锡、深圳在内的多
个城市都陆续有警车被贴罚
单。

老百姓之所以将警车被贴
罚单当成新鲜事围观，就是因
为老百姓的私家车与职能部门
的公车在执法过程中被一视同
仁的事情，公众见得还太少。长
期以来，在公众的眼睛里，代表
公权力机关的公车，特别是警
车，俨然是超脱于法律制裁之
外的“特权车”。公车肆意穿行
招摇过市，老百姓心里的不平
衡感油然而生。由此带来的负
面效应，即是公众对执法机关
的不信任，对法制精神和规则
意识的强烈质疑。

执法部门执法不公，消解
的是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执法
部门严格执法，公平执法，力争
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必然会
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如
果这样秉公办事的执法行为成
为常态，坚决拿掉公车头顶的
光环，老百姓对警车被贴罚单
的事情自然因司空见惯而不再
惊讶。敬畏法律遵规守纪的规
则意识和法制观念，也必将深
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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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防止止““蜘蜘蛛蛛网网””坠坠落落先先明明确确东东家家
和平路上的电线杆被拔出

以后，没了依附的“蜘蛛网”便垂
落在马路中央上空，导致公交电
车不敢回归，而在环山路上，则
是“一把梯子立路中，撑起一大
把电缆”，有碍交通不说，安全隐
患显而易见。(详见《齐鲁晚报》6

日C02版)

城市上空的架空线被人们
戏称为“蜘蛛网”。近些年，越来
越多的“蜘蛛网”不仅成为市容
公害，而且存在着诸多的安全隐
患。上面所说的两个问题，经过
媒体曝光后或许能够得到解决，
但我觉得，政府相关部门应当据
此思考，如何才能杜绝类似事情
的发生。

记得八九年前，山大路上
曾发生过因“蜘蛛网”坠落伤及
行人的安全事故。当时面对市
民的关注，相关部门曾出台过

让“蜘蛛网”落地的三年规划，
承诺今后道路改造时，同步实
施“蜘蛛网”入地，可是事到如
今，规划不仅没有得到多少实
施，“蜘蛛网”反倒在某些路段
越来越多，和平路和环山路就
是例证。和平路是刚经过改造
的，按说改造时所有“蜘蛛网”
都应当借机入地，可为什么没
有呢？环山路这些年也屡屡被
开膛破肚，可沿街的“蜘蛛网”
不仅没有减少，反倒越来越多。
看来当年的规划成了图画，说
来实在不应该。

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得知，
“蜘蛛网”的产权单位涉及多家。
由于政府监管不到位，它们便随
意所为、胡拉乱扯，架设之后又
缺乏维护管理，于是便有了“蜘
蛛网”垂落。其实，很多“蜘蛛网”
已经废弃多年，可由于产权单位

没有责任感，缺乏主动性，便任
其悬挂在空中。产权单位如果不
是被逼无奈，它们是不会主动有
所为的。和平路和环山路上的

“蜘蛛网”坠落背后就隐含了这
些问题。

净化天空当立法监管“蜘蛛
网”。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城市道
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依附于
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
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建设。建议济
南市政府向上海、武汉等城市学
习，尽快出台架空管线管理规
定。通过立法明确监管执法的主
体，明确产权单位的责任，明确
今后凡属道路改造必须同步将

“蜘蛛网”落地的规划。如此这
般，才能杜绝“蜘蛛网”坠落事故
的发生，才是防患于未然的实际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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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曙明

葛有么说么

□穆静

为了给患白血病的儿子筹
集医疗费，王心宝做起了卖枣的
小本买卖，可生意并不太好；为
了求取更多人的同情，他不惜割
腕写血书、当街空手劈砖吸引路
人关注。（详见《齐鲁晚报》10日
C08版）

儿子患白血病，动辄几十万
元的花费让王心宝一家甚感吃
力。相较于卖枣的小本买卖，或
者仅仅在枣摊旁白纸黑字地写
封求助信，一纸血书、空手劈砖，
确实更能吸引路人的目光，也能
显示出自己已经到了被逼无奈

的境地。从这个方面看，王心宝
用割腕写血书、空手劈砖等看似

“极端”的方法来求取更多人的
同情，这样的选择并不难理解，
也让人心酸。

像割腕写血书这样“不走寻
常路”的求助，其实并不鲜见，

“来钱”也确实快。2014年10月
份，四川男子王海林，在街头男
扮女装卖卫生巾救女，短短几天
社会捐助突破百万；12月份，济
南街头地瓜妹卖烤地瓜为哥哥
筹钱治病，引来社会各界纷纷解
囊。而王心宝也说，卖枣一天挣
三四十元，反而是血书和劈砖，
为他带来几百元收入。

这些做法的背后，是当事人
面对亲人巨额药费的无奈，反映
出目前救助体系的不健全之处。
如果目前的救助体系能够惠及更
多群体，救助力度再大一些，他们
又何必想方设法博人注意。

让笔者担心的是，这种策划
式的求助，虽然暂时能吸引路人
的眼光，博人同情，在短时间内
汇聚捐款，但是从长远来看，它
消耗的是民众的爱心，对整个慈
善事业不利。

所谓策划，就带有了刻意为
之的色彩，人们一时被打动而慷
慨解囊，估计过后细细咂摸，会咂
摸出不同的味道，甚至有种被利

用或欺骗的感觉。而反观目前不
少博人眼球的求助，虽然需要帮
助是真，可也有为博同情故意夸
大甚至扭曲事实的成分。而若任
由策划式求助发展下去，是不是
任何求助，就得无所不用其极地
吸引别人注意，另辟蹊径地策划
一些新闻事件，才能达到目的？在
一个充满策划式求助的社会，公
众的爱心难免会慢慢麻木。

当务之急，是不断完善大病
救助机制，将更多的疾病纳入大
病救助范围，并让救助申请程序
再简化一些、救助惠及人群和救
助力度再大一些。到那时候，策划
式求助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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