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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电动车违法，再难也得管

前段时间，济南市三天发生两
起与电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造成2

死11伤。有统计数据显示，将近四成
造成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与电动车
有关，其中近半数事故中电动车驾
驶员被认定负有事故的次要甚至是
同等责任。

放眼全省甚至全国，这种情况
是普遍存在的。电动车给很多人的
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因为普遍
存在的交通违法行为，成为威胁城
市道路交通安全的“猛虎”。

说到遏制交通事故，最关键的
武器就是交通法规，无论是行人、非
机动车还是机动车，万变不离其宗。
从媒体报道的事故情况来看，很多
有关电动车的事故，与电动车闯灯、
逆行、随意变道等违法行为相关。正
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连自
行车上路都是有规可依的，电动车
从来也不是法外之物。仔细看看交
通安全法以及相应的实施条例，行
车规范写得清清楚楚。而按照上述
法律，常被提起的“能否挂牌”也不
该成为障碍，挂了牌就按机动车处
理，不挂牌就算非机动车，总归都是
有法可依的。

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现
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少电动车
驾驶人并未遵守相关法律，也缺少
约束其行为的执法监督，整体上处

于“法不责众”的状态。不能否认，相
关的罚则确实金额不高、力度不
大，查处起来也确实容易引发驾
驶人与执法者间的矛盾，但如果
因此就放弃执法，只能让更多的
人无视规则。如此一来，违法者更
多，查处难度更大。于是，执法难
与不守法之间就形成了恶性循
环，对电动车违法行为的治理也
就更容易陷入僵局。

要想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无限
期拖下去肯定不行，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加大查处力度，尽管把海量的
电动车作为执法重点有阻力、有难
度，但道路安全人命关天，放任自流
就是不负责任。更何况，严格的执法
活动也是对交通安全意识的宣传，
越是规则意识淡漠的现实处境，越
需要执法监督加一把力。回想当初

治理酒驾，也遇到过“法不责众”的
困境，正是因为长期的执法监督，才
有了如今的局面。换成治理电动车，
道理是一样的，都说万事开头难，但
不开头的话万事都难。

犹记得早些年，在大规模、大力
度查处酒驾之前，各地致死交通事
故与酒驾相关的在两成到三成之
间，现如今电动车担责的致死事故
比例已经将近两成。然而，各地对于
酒驾还保持着时不时集中整治一下
的力度，而随意找个路口就能“揪出
一片”的电动车违法，却极少有被
查处的。面对一幕幕与电动车违
法相关的悲剧，相关执法部门有
必要行动起来，在人力物力有限
的情况下，也不妨参照治理酒驾
的模式，以重点路段的集中整治
作为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尽管把海量的电动车作为执法重点有阻力、有难度，但道路安全人命关天，放任自流就是不负责任。更何

况，严格的执法活动也是对交通安全意识的宣传，越是规则意识淡漠的现实处境，越需要执法监督加一把力。

□崔滨

现如今，人们生活中存在各
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证明，就
连警察叔叔都看不下去了。《新
京报》6日报道，云南盐津县普洱
派出所的户籍民警张钦，遇到了
一位因为买房需要，前来开具无
犯罪记录证明的市民。张钦为其
开了证明，并在证明的结尾附上
了一段针对房管局的质问：“老
百姓买房也要无犯罪前科，难道
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买房吗?

贵单位凭什么立此项规定?”
这边张钦警官的气还没消，

那边湖南娄底冷水江市同兴派
出所的民警又被惹火。在为前来
补办老年证的市民开具证明后，
办事民警为指派市民跑腿的民
政局写了份留言：“补办一个小
小的老年证也要经过派出所打
证明，有必要吗？还是多为老百
姓办点实事吧！”

尽管两地民警的冲冠一怒
仅仅是个案，但从普通市民对奇
葩证明叫苦不迭，过渡到政府部
门执行人员对这种现象的不满，
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像我们去
房管部门办理不动产交易，去民
政部门申办相关证件，都是这些
职能部门本职范围之内的事情，
不管是这些部门本身的数据记
录，还是我们在提交相关申请时
提交的相关信息，理应足够完成
事项的办理。

而许多职能部门在处理市
民申请时，让市民开具大量的证

明，其实是将自身的工作转嫁到
老百姓的身上，把本来应当是自
己动手查询、整合、办理的事项，
变成一份份所谓“按规定必须提
交的证明”，让老百姓去跑腿。就
像本周两地民警不约而同对奇
葩证明的不满，“在派出所值班
时经常会遇到事主要求开具各
类证明的要求，其中很多不属于
派出所职权内的事项。”这其实
说的就是很多职能部门把自己
的调查核实工作，踢皮球给派出
所，看似办事有章有据，严肃认
真，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懒政。

而这种懒政的表现更深层
的一面，就是虽然各个部门都在
声称“简政放权”，也都列出了各
种办事流程和需要开具的证明，
但这些官样文字往往是各说各
话，互不关联。就像本周的这两
起事件，民政、房管部门的工作，
就想当然地把公安部门拉了进
来，从民警的表现来看，几个部
门很可能都没通过气。

所以，要想让警察叔叔不再
为开各种奇葩证明生气，政府部
门需要对各个职能部门的办事
流程做一个统筹规划，一方面将
各个部门的职责、权限都摊到桌
面上，让老百姓看个明白；另一
方面则是理顺办事流程，部门之
间搞好对接工作，从而提高各项
社会事务的办事效率。

这件事看起来宏大庞杂，涉
及到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但确
实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把路径理
顺了、标清楚了，走上去的人才
不会像无头苍蝇那样各处碰壁。
毕竟，警察叔叔敢怒敢言，平头
老百姓为了办成那点事，只有忍
气吞声的份。

让开奇葩证明的民警消消气
□王昱

其实跟任何公共事件一样，永
信大师的“红尘缘”也有可大可小
两种解法，往小里说，此事即便是
真的，也不过是个人作风问题，顶
多算个宗教界人士违规事件。

有好事者，如和讯网的专栏作
家王安，还专门去查了和尚犯了淫
邪之后的惩处问题，得出结论是：

“惩罚的手段就是忏悔，没有风吹
日晒，没有面朝黄土背朝天，忏悔
就完了，忏悔完了还是安乐，还是
快乐。当然，各家寺院的纪律宽严
不同，有的也罚挑水洗菜、修桥补
路，最重的是逐出寺院，自己找食
去。”看上去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一些本着看热闹不嫌事
儿大心态围观名人的人显然不喜
这种解法。有赖于

“仁波切”和“王林
大师”们的刺激，
中国人的所谓“信
仰问题”在今年尤
其 火 ，如 今 号 称

“ 中 国 宗 教 界 首
富”的释永信撞在
这个枪口上，舆论
不说点什么显然
对不起备好的这
个场子。

红网一篇《围
观释永信是公众
的一次宗教拯救
行动》的评论，站
的就是这个立场：

“少林寺只是宗教
机构异化、商业化
的典型代表与急
先 锋 而 已 。现 实
中，价格不菲的门
票 、商 业 化 的 表
演、昂贵的烧香祈
愿 这些原本与佛
教的宗教内涵背道
而驰的商业化因素
充斥着大大小小的
寺院，豪车、华服、
美女伴身、走穴捞
金等等违背佛教教
义的物欲享受成为
许多僧人的标配。这样的少林寺不
是公众愿意看到的，而这样的佛教
或者宗教也承载不了公众灵魂拯救
与精神安放的重任。”

华夏经纬网题为《静待释永信
的“了断”》的文章说得更直白，“比
释永信更早受到质疑的，其实是少
林寺在他治下日益显著的商业气
息，和少林寺与地方政府之间日益
复杂乃至夹缠不清的僧俗关系。”

“而一波又一波对释永信个人行
为、人品的质疑乃至举报，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隔山打牛的招数，真正
的目标其实在他的身后。”

由方丈“破戒”扯到信仰危机，
言之凿凿，不过用这种备好了的板
子打人，显然有点上纲上线之嫌，
又不乏老生常谈之感。相比之下，

《北京晨报》的评论直接对准了释
永信本人。评论开宗明义，主张

《应由更高级别调查释永信》：“唯
有通过由更高级别的宗教事务管
理部门进行调查，以及司法机关介

入调查等途径，确保调查的公正
性，令调查最终得出客观公正的
结论，各类针对释永信的举报才
可能真正得以‘了断’，才能真正
给社会各界人士、方方面面一个
切实的交代。”

换而言之，该评论有把方丈当
做“ 宗 教 界 大 老 虎 ”来 打 的 意
思——— 事情有没有都是他的个人
问题，跟宗教本身没有关系，此种
观点也不失为丢车保帅之举。凤凰
网题为《中佛协理事：释永信被举
报不会抹黑整个佛教界》的报道，
意思也差不多。

当然，在众声嘈杂中，也不乏
为释永信目前境遇叫屈的声音，荆
楚网《“释永信事件”变网络狂欢，法
律去哪儿了？》提出的问题是：“公民
隐私权是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每

个人所拥有的这
项权利都是平等
的。平头百姓需
要隐私，如释永
信这样的名人，
难道就该为了成
全大众的‘好奇
心’而牺牲自己
的这项权利吗？”

对 于 这 个
问 题 ，《 环 球 时
报》的评论似乎
做 了 最 好 的 回
答 ：“ 释 永 信 是
位高调的方丈，
他 带 领 少 林 寺
在 众 说 纷 纭 中
走 出 十 分 突 出
的名寺‘市场化
之 路 ’，传 说 中
的 少 林 寺 的 财
富 让 公 众 感 受
复 杂 … … 释 永
信 真 正 站 在 了
风 暴 眼 ，他 的

‘ 不 辩 解脱’失
去了佛教界通常
这 样 做 时 的 力
量。”既然已经入
世，经历风雨吹
打，大约本就是
题中应有之义。

把方丈的归方丈，把少林的归
少林，仔细思量起来，公众真正焦
虑 的 好 像 是“ 我 们 为 何 没 有 大
师”。而在这一点上，网络写手六
神磊磊的文章《你们需要啥高僧
大德》不失为“打脸帖”：“都吼着
爱高僧、想高僧、盼高僧，等人家
真去当了高僧就上你们当了，没
人气，没市场，取个经还动不动要
打成汉奸，好不容易搞点研究，朋
友圈都不转发，因为你们都要转
发‘一个深蹲让你远离九种疾病’

‘奥巴马评价谁谁谁的三句话震
惊中国人’。咱们不需要高僧大
德，咱们不配拥有高僧大德。李一
王林才是我们的菜。”

的确，方丈很忙、少林很忙，大
家都很忙，在一片忙碌中停下来枉
自嗟呀一番“高僧何处”，似乎是一
种与时代并不匹配的矫情。

少林很忙

在武侠迷的眼中，禅
宗祖庭少林寺按说应该
以能打著称。但眼下，该
寺的方丈释永信和整个
少林寺都很忙，因为他们
似乎面临着一场永远掐
不完的架——— 释永信先
是被自称其弟子者举报
结婚生女，好不容易略
有消停，又被爆出因接
受相关部门调查，没能如
期率团访问泰国。眼看着
事情越闹越大，本周的舆
论因为与信仰沾边，更耐
人寻味。

葛舆论场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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