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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龙

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宣传推
介，但济南公共自行车时代的到
来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起个
大早，赶个晚集”，等了将近十
年，其间经历了一轮轮的波折，
济南公共自行车的到来着实不
易。如今自行车总算有了，路权
问题却还没有解决，市民离绿色
出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下，碳排放量计算器在
互联网颇为流行。根据测算，乘
坐飞机出行100公里排碳27 . 5
公斤，排量6升的轿车行驶100
公里排碳4 . 71公斤，乘坐一站
地铁排碳0 . 1公斤，而骑自行车
的碳排放量几乎等于零。对个
人而言，骑自行车不仅能健身，
而且还环保，可谓一举两得。对
社会而言，公共自行车一方面
能提高出行效率，降低社会运
行的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
机动车污染排放，这对交通拥
堵和大气污染同时“压力山大”
的济南来说确实很迫切。

引进公共自行车，目的是

为了鼓励市民绿色出行，而绿
色出行的核心和难点在于保持
道路畅通，保障骑行者和行人
的路权。有了公共自行车，并不
意味着市民一定愿意选择骑公
共自行车出行，还得看看路是
不是好走、车是不是好停。

城市中的步行者和骑自行
车的人，是绿色出行的践行者，
他们轻装简行，为减少城市交
通压力做了贡献，但在现实生
活中，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尊
重，所享有的路权被日渐剥夺。
如今，城市里的慢车道和人行
横道变得愈来愈少、愈来愈窄，
机动车道却愈来愈宽，城市主干

道动辄六车道、八车道，可依然
有不少机动车主与骑行者、行人
争道抢道，本就狭窄的背街小巷
更是划满了停车位，让慢行者无
所适从。几乎所有的路口，设计
时都是通过压缩挤占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道的方式，优先保障
汽车更快速地通行。

“仗车思维”绝非凭空而
来，机动车优先还是慢行优先，
虽是路权问题，更是导向问题。
机动车优先，就意味着鼓励市民
依靠机动车出行；慢行优先，就
意味着鼓励市民绿色出行。不少
市民会有这样的经历：骑车在狭
窄的慢车道上慢慢前行，身后

忽然开来一辆机动车并大声鸣
笛。放任下去，慢行者的尊严何
在，绿色出行的前途又何在？

放眼看去，“公共交通+自
行车+步行”已经成为全球公
认的未来城市交通发展主流模
式。欧盟通过“空气质量行动计
划”来监督、引导建立城市绿色
交通系统；巴黎、伦敦等城市在
街道狭窄的老城区，也尽可能
加宽步道，设置自行车专用道；
国内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到三四线城市，大多也在朝这
个方向努力。绿色出行不是喊
出来的，济南还要在保障慢行
路权上多下功夫。

公共自行车有了，慢行路权在哪里

济南观察者

□钟倩

从上周起，省城的中小学生开启“寒
假模式”，但是，不少家长与孩子为“体验
式”寒假作业而伤透脑筋。如今，很多学
校的寒假作业告别“题海战术”，书面作
业越来越少，重视社会实践性作业，比
如，低年级的孩子做家务，高年级的孩子
做社会调查，或参与社区年俗活动，还有
些中学赶上时代潮流，让学生做新媒体
应用的作业，电脑绘图、视频等。

将年味融入特色作业，激发学生的
责任感与归属感也好，“玩转新媒体”记
录春节年俗、假期生活也罢，都非常有
新意，也很有现实意义。但是，前提条件
是应该摆正观念，正确引导，不能让寒
假作业“瘦身”的同时又给他们增添另

一种负重；学校可通过微信群等家校联
络平台，提醒家长督促孩子完成作业，
并给予积极指导，建立“可以参与，但不
能代替或越位”的基本底线。作业的完
成，应真正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与生活
条件，考虑到他们的实际能力与实际需
求，不要勉为其难，更不能“一把尺子量
到底”。应设置多元评价机制，发现不同
学生的闪光点，允许“脑洞大开”，也鼓
励张扬个性，为他们提供自由的成长空
间，在亲身参与中变得成熟，学到课堂
上学不到的知识与经验。

莫让寒假作业变了味、走过场，那
么家校紧密合作、积极督促引导就显得
尤为重要。下厨做一道菜、为独居老人
送春联、制作过年旅途视频，等等，这些
实践性、体验性寒假作业，从来没有标
准答案，孩子们从中获得的满足与愉悦
就是最好的答案。

摒弃功利，让寒假作业年味十足

葛有么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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