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上午，省环保厅负责同志发
布2015年前三季度全省环境状况，并
介绍了山东贯彻落实新大气污染防
治法的情况。数据显示，“蓝天白云，
繁星闪烁”天数同比增加了21 . 4天，重
污染天数同比减少了11 . 7天，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14 .2%。

低头看看数据，再抬头看看天，
治理大气污染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但显然还达不到让人满意的程
度。人们总用“人努力天帮忙”来解释

蓝天的成因，恰恰说明努力的重要
性，而努力的前提就在于对环境问题
有积极的主观态度。在思想上对大气
治理有足够的重视，才能主动查找不
足之处，如此才有想办法解决问题的
动力。

就拿刚公布的数据来说，确实同
比有很大的提升，但就在刚刚过去的
9月份，省城济南在全国排在了倒数
第一的位置。而且按照环保部公布的
数据，自今年2月以来，除去8月份排倒
数第七之外，济南的“气质”从倒数前
十名之外“稳步上升”至倒数第一，在
全国排名中垫底的城市还不只济南
一个。正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横向比较起来，治理大气的成果就没
那么明显了。至于到底怎么比，或者
说相关职能部门更看重哪一种比较

方法，这就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了。
而在昨天的发布会上，率先提问

的记者提到了秸秆焚烧，这个顽疾的
根子恐怕也是在认识上。同样来自环
保部的数据显示，本月5日至17日，山
东省内的疑似秸秆焚烧火点位列全国
第一。按理说，大型排污企业的治理涉
及产业升级、厂址搬迁等大工程，确实
很有难度，但秸秆无害化处理，只怕是
加大补贴力度以经济诱导就可以做到
的。如果不抓关键却只是四处“救火”，
事倍功半也就成了必然，甚至还会给
公众留下一个印象：相关部门要么是
在等风来，要么是在等待秸秆烧光，让
问题“自然解决”了。

同样的道理，之所以会有去年的
“APEC蓝”和今年的“阅兵蓝”，也是
得益于认识到位。那两段时间的蓝天

白云恰恰说明了一点，如果相关部门
横下一条心去治污的话，大气环境在
短期内也会有质的飞跃。现在公众不
要求一步到位，而是期待空气质量改
善的力度能大一点，步子能快一点，
就需要相关部门在认识上有大的提
升。环保部长陈吉宁前不久来调研
时，就把“认识不到位”放到了四个主
观问题的首位。

回头再看新修订的环保法，第六
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
责”，这就是以法律的强制力，来督促
政府提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就像省
环保厅副厅长谢锋在昨日召开的发
布会提到的，新环保法的出台，给予
政府很多责任，不光是职责问题，还
是责任问题。

“气质”改善离不开认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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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跃峰

聊城嘉明经济开发区第一实
验小学向数学课动了“刀子”：取消
一二年级的数学课，等三年级再
上！一年级学生先学习语文及英语
等课程，二年级增设数学活动课及
数学展示课。在当前还是以分数来
评价学生的大环境中，这一改革举
措在全国范围来看也是罕见的。

聊城这所小学的新举措，可以
说是非常大胆的，但细细分析就不
难发现，大胆与蛮干之间隔着对教
育规律的把握。按照校方的解释，
六七岁孩子记忆能力最强、逻辑思
维能力普遍较差，按照特点给不同
学科排个先上后上的顺序，结果是
事半功倍的。正因为有了理论基
础，还经过征求家长意见的民主程
序，才有了从试点到全面推开的局
面。而三年级学生“没有不适”的结
果，以及省教育厅专家组的认可，
也验证了新举措是行之有效的。

事实上，教育界对上述规律早
就有发现，但从理论变为现实可就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了。按照“老规
矩”，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要上
数学课，这一看似“标配”的教学模
式也已经沿袭了几十年。出于对成
绩的“考虑”，以及“输在起跑线上”
的担忧，像很多家长一样，笔者刚

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难免为
该校的学生们感到担忧。很多时
候，或许正是因为教育领域的这种
特殊重要性，让与教育有关的各项
改革踌躇不前。

聊城这所小学之所以能够“单
兵突进”，很大程度上与决策者有
关，最先提出试点的就是数学教师
出身的校长。而在全国范围内，几
所曾经推行过类似举措的小学，力
主改革的也都是数学教师出身的校
领导。换句话说，类似举措不仅事关
胆魄和勇气，更受制于以校长为代
表的教育责任主体，有没有掌握教
育规律的能力，而这种对规律的把
握，也不局限于某一科目。

应该说，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
模式，题山书海的灌输模式，是亟待
改变的，但问题就在于有没有可行
的方式，既给学生减了负担，又达到
学习知识的目的。这恰恰是有关各
方应该考虑的问题，直接从事教学
工作的学校，更是责无旁贷。尤其现
在，教育去行政化正在推进，管办评
分离试点工作也在开展，不仅仅是
摘了“官帽”，减少了行政干预，更核
心的问题在于学校自主办学能力的
提升。换句话说，有能力更好地把握
教育规律，有勇气自下而上地突破
应试教育，也是学校的必备素质。

（作者为本报聊城站记者）

把握规律“减课”不是蛮干

取消“份子钱”

改革实至名归

无论之前几个率先进行了改
革的城市，还是现在的上海，取消
份子钱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这说
明，在“互联网+”的冲击下，一场由
电子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行业大
变革，正在逐渐发生。

更大的意义在于，份子钱是行
政垄断的象征，看似是出租车司机
享受出租车公司服务的一种义务付
出，但实际上，它代表了政府有关部
门对于出租车行业牌照发放权力的
垄断。即缴纳份子钱，是换取市场经
营权的基本前提。在强大的行政垄断
事实面前，出租车司机没有讨价还价
的权利，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因此，
取消份子钱可以视作打破出租行业
垄断的又一标志。

出租车行业改革的核心，就在
于经营权的释放。在成本问题上，
主要表现为份子钱的取消。只有地
方政府敢于打破垄断，敢于“割
肉”，才能建立更加符合市场实际
的管理规则。更需明确的是，但凡
改革，就要进行利益调整，否则所
有的改革都将是拧巴、别扭的，甚
至是倒退的。（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传涛）

仰赖资本公益运作

改革难以复制

上海以服务费取代“份子钱”
的试水，主要针对的是个体出租车
从业者，在传统出租车行业，这一
部分从业者所占比例较小。这也就
决定了，服务费取代“份子钱”，尚
难真正触及出租车公司的“奶酪”。
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出租车公司
强大的议价能力，传统出租车业的
既有利益格局才牢不可破。这项有
意义的探索没能扩大到整个传统
出租车业，部分削减了改革分量。

此外，服务社在不收取“份子
钱”或挂靠费的同时，还将给入社
司机一定补贴，以方便更新设备、
办理车辆商业保险等事项。尽管这
将极大地减轻入社司机的负担，但
很可能引发滴滴快的以另类补贴
获得市场优势地位的质疑。如何甄
别这类补贴的性质，使其符合交通
部改革方案，仍是一大难题。

当然，公益性运作而非企业化
运作，也限制了以服务费取代“份子
钱”的可复制空间。对于社会资本来
说，除非具有滴滴快的及其大股东
这样的资本实力，否则即使有心，也
很难有能力支持这样的试水。（摘自

《京华时报》，作者徐立凡）

近日，滴滴快的正联合上海市有关部门和传统出租车公司，以组织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社”的形式，试水以服务费取代“份子钱”或挂靠费
的出租车管理模式，“入社驾驶员每月只需要缴纳50元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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