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日，备受关注的《收费公路管
理条例》修订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从舆论的反应来看，人们的意见还
真不少，有要求相关部门通过公开
收支详情证明“长期收费”正当性
的，也有人提出条例制定者应信守
此前确定的“最长收费年限”……

舆论的强烈反应，足见公路如
何收费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大，同
时反映出条例修订稿向公众征求意
见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对

各方的不同意见，尤其那些针对具
体条款的反对声音，相关部门在接
下来的工作中如何应对，是虚心接
受耐心解释，还是置若罔闻闭门造
车。

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网络上的
激烈讨论，正反映出人们对修订稿
或成定稿的担忧，这跟网络反腐有同
样的逻辑：相比于官方渠道，人们宁愿
相信网上造势的作用。这种心态恰恰
来源于现实，比如价格听证会常常沦
为听涨会，又比如饱受争议的地方法
规却总能顺利出台……就拿《收费公
路管理条例》来说，2013年5月公布过
征求意见稿，彼时多位专家都曾公开
表示旧称“养路费”的公路养护费用
早已被燃油税取代，不应再以此为
由延长收费时限。然而，交通部门对

此并未回应，本次公布的修订案对
上述内容也未改动。

或许正是从经验出发，网络上
除了正常的意见表达之外，也存在
情绪化的“骂声”，这对于位居“靶
心”的交通部门来说的确是种考验。
应该看到情绪化的表达背后，实际
上还是一种期待。正所谓“哀莫大于
心死”，如果社会公众连网上造势的
意愿都没有了，那将证明相关部门
的公信力也流失殆尽。几年前就出
现过这种现象，某市政府陆续挂出
15份文件向公众征求意见，过了半
年却未收到一条意见的尴尬。走过
场的征求意见与社会公众的沉默以
对形成恶性循环，很可能导致矛盾
不断积累，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对于交通部门来说，无论修订

稿引发了多么大的争议，既然要征
求意见，最关键的就是把工作做充
分，而不是为了应付程序走个过场，
用“聋子的耳朵”去听民意。具体来
说，不妨把征集了哪些方面的意见、
是否采纳的原因等都公之于众，让
公众看到民意在修订条例中确实发
挥了作用。唯有如此，才能消除公众
的疑虑，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为将
来公路建设管理工作的开展打好基
础。事实上，充分做好征求意见工
作，也是法治社会对公权力部门提
出的要求，十八届四中全会就着重
强调“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
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
机制”。尤其像公路收费这种密切关
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更需要通过开
门立法“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不要用“聋子的耳朵”听民意
对于交通部门来说，无论修订稿引发了多么大的争议，既然要征求意见，最关键的就是把工作

做充分，而不是为了应付程序走个过场，用“聋子的耳朵”去听民意。

权当奥数失冠

是件正常事

曾几何时，无论中学还是大
学，奥数证书成为选择优秀学生
的“硬件”，成为进入名校的“硬通
货”和“敲门砖”。不少省市都规
定，高中阶段在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全国决赛或在省赛区竞
赛中获得有关奖项的，具有高考
加分甚至保送资格。这种倾向性
极强的政策导向，使得奥数具有
非常功利和“实用”的价值。

正因此，这些年来对中小学
校开设奥数班的公开诟病从来没
有停止过。有研究指出，只有大约
5%的智力超常儿童适合学习奥
数。那么，参加奥数竞赛与学习数

学，其区别正该像竞技体育与大
众体育的区别一样。在体育那里，
那些身体条件优秀且具备运动天
赋的人去挑战运动极限，一般大
众就是强身健体。在奥数这里，那
些对数学有兴趣、有特长、有天分
的学生，甚至不妨去摘取哥德巴
赫猜想那颗“皇冠上的明珠”，而
对多数学生而言就是作为通识教
育的一种。

这届的奥数竞赛我们屈居亚
军，说不上是件好事，但也说不上
是什么坏事，它只是一件正常发
生的事情。防止奥数失冠带来的
副效应，就是要防止借此片面发
力，让各种奥数班堂而皇之地卷
土重来，重新陷入功利主义的泥
潭和应试教育的误区。（摘自《南
方日报》，作者潮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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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媒体视点逼人“移民”的驾考未必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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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滨

以前光知道有“高考移民”，没想
到现在连“驾考移民”都有了。这个夏
天，黄海另一端的韩国济州岛成了中
国人扎堆“扫货”的热门目的地，只是
这次“扫”的东西比较特别，驾照。在
济州岛，只要通过5小时理论教育、2

小时场内技能和6小时道路行驶总计
13个小时的驾考培训，就能在韩国合
法地驾驶汽车。而在中国，这一过程
至少要经过4道项目复杂的考试，经
历至少半年时间。

但是，不能说像中国驾考这样把
人逼到出国“曲线考证”的就不是好
考试。来自公安部交管局的数据显
示，随着我国机动车数量的显著增
加，交通事故逐年增多，驾驶员在驾
考学习时应对突发状况训练少，道路
安全知识理解不深，是其中重要的原
因之一。

所以，从今年开始，驾考新规陆
续在全国铺开，这一学时监控更为严
格，考试科目更加偏重安全驾驶的驾
考改革，短时间内依然看不到让考试
时间缩短的迹象。而放眼全球，越是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用车大
国，驾驶证考试越是“又慢又严”，毕
竟这是对生命的尊重，对道路安全的
负责。

尤其是在中国，相信每一个开车
出行的人，都会感到车道就是一个修

行的道场。什么变道不打转向灯，转
弯遭遇乱加塞，稍微减速避让行人就
会被后车狂按喇叭催促，这些行车中
礼让观念和安全意识的缺乏，估计经
历过的人都会暗骂一句“驾校是怎么
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科目设置合
理、管理严格的前提下，驾考时间越
长，对驾驶员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
训练就越完善，未来发生交通事故的
概率也就越低。而且，驾考审核越是
严格，驾驶员也会越珍惜驾驶汽车的
资格，像德国那种每人只有5次机会，
否则便终生无法开车的驾考，通过者
都会大宴宾客来纪念这个一生中的
大事。坐上这样的司机驾驶的汽车，
相信你不会担心他们野蛮开车了。

当然，在安全驾驶面前，驾驶证
考试到底应该是简单还是复杂？是需
要13个小时，还是13个月？其实不仅
仅是考试本身的事情。哪怕像韩国这
样被称为“ 全 球 最 容 易 通 过 的 驾
考”，其交通事故发生率自2011年6

月韩政府再次简化驾考制度后，不
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降低。如
此情形只能说明，韩国的驾考简
单，是因为其中不需要包含对安全
意识、礼让精神和遵纪守法的强
调，这些对安全驾驶至关重要的意
识教育，已经在韩国人从小到大的
各种社会教育中无形完成了。

如果你没有信心在驾考之外培
养自己崇高的行车利益和安全常识，
还是老老实实接受驾校漫长的驾驶
证培训吧。

试说新语

评论员观察

或许是因为在中国致富颇不
易，富人们格外看重财富的“私
有”属性，因此总是要把钱紧握在
手中，而不能轻易散财。

专栏作家姜兆尹认为，中国富
人对待奢侈品和公益的不同态度，
并不仅仅源自个人选择。社会秩序
的不稳定、安全感的缺乏，一定程度
上培育了让慈善遇冷的土壤。从这
个角度来讲，慈善文化的形成与社
会变革是同步的，绝非朝夕之功。

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企业
或个人不怕被侵权者维权，就怕
你不维权。

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游云庭看来，汪峰以侵犯
姓名权、肖像权为由状告草根歌
手一事，面临两难局面。因为很多
时候，侵权者恰恰钻了法律空子，
以极小的侵权代价，借力打力换
来了营销声势。这种情况也让很
多被侵权者面临尴尬。

葛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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