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个时期，潜心于
“路口交通秩序整治百日提升
行动”的省城济南不断强化对

“中国式过马路”的治理力
度，继不久前推出闯红灯人
脸识别抓拍系统之后，新的
举措正在酝酿，员工有否闯
红灯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或
将成为文明单位考评的重要
参考指标。

治理措施不断加码的背
后，无疑是对城市交通乱象的
清醒认识与评价。长期以来，
在包括济南在内的不少城市，

“中国式过马路”不仅是一道
司空见惯的街头景观，更是一
种久治不愈的交通顽疾。行
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随意横
穿马路之类的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的大量存在，不仅直接危
及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是
导致城市交通拥堵的罪魁祸
首之一。正因如此，“中国式过
马路”一直是城市治理的一项

重要内容。但是，总体来说，治
理效果一直并不理想——— 往
往是，一轮严厉的整治行动之
后，交通违法行为有所收敛，
随着行动力度的弱化与行动
的终止，“中国式过马路”又卷
土重来。

对身负“堵城”恶名的省
城济南而言，以“路口交通秩
序整治百日提升行动”为标志
的这一轮对“中国式过马路”
的治理显得有些非比寻常。这
不仅表现在整治行动时间之
持久、高科技手段监控识别
之精准、违法行为处罚措施
之严厉，更表现在“交通”与

“文明”深度对接的大胆尝
试。如果说前面几项更多是彰
显了一种非比寻常的治理决
心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地
在治理模式上表现出了可贵
的新意与智慧。

其实，这种被有些人戏称
为“员工违法单位连坐”的交

通治理模式并非济南首创。前
不久，福州就曾有相关新闻爆
出——— 福州市委文明办约谈
部分文明单位领导，责成这些
有员工涉嫌严重交通违法的
单位限期整改。一些人认为这
样“连坐”是小题大做，对交通
违法者所在单位过于“严苛”，
但更多的人则对这种“苛责”
不吝褒扬——— 员工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相关文明单位或
文明单位创建者将被限期整
改、约谈，甚至被撤销荣誉称
号或取消参评资格等，这种将

“交通”与“文明”对接的做法
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治理创新，
可以促使单位强化职工文明
交通意识，进而经由文明交通
行为提升个人与单位的法治
精神与文明水准。

在这种意义上，对一直倾
力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济
南而言，这一轮对“中国式过
马路”的治理堪称一次实现突

破的重要契机。如果说如火如
荼的拆违拆临让这座城市在
市容市貌上更显文明的话，那
么，以治理“中国式过马路”为
切入点，卓有成效地规范市民
行为，涵养市民法治精神与现
代规则意识，则是在市民素质
环节为这座曾有“大县城”之
谓的省会城市消除城市文明
建设的另一个短板。

当然，治理“中国式过马
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难以一蹴而就。除了治理措
施上的不断加码，治理力度
上的持续强化，还必须在交
通体系的设计、通行设施的
建设以及行人、非机动车路
权的保障等方面下足“绣花”
的工夫。但是，联系到这一轮
治理的力度与韧性，联系到
当下济南撸起袖子加油干的
高昂士气，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济南，根治“中国式过马
路”，此其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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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的治理堪称一
次实现突破的重要契机。如果
说如火如荼的拆违拆临让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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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饮点取水，只因占便宜已成习惯

武警列队候车，不值得大惊小怪

葛试说新语

理顺医保

异地结算网
据人社部网站消息，截至5

月5日，除西藏自治区外，全国
各省份均整体或部分接入国家
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结算系
统，现已开通1008家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定
点医疗机构。

医保异地结算的推行，是民
众尤其是很多“候鸟老人”的福
音。过去不在原籍生活的人，一
旦住院看病，费用都要回到原省
份报销，费时费力，对于病人来
说不啻“二次伤害”。而异地结算
普遍化之后，参保人只要结算自
己应付的部分，其他的直接由医
保部门跨省清算。在人口流动常
态化的社会，异地结算的改革是
顺应时代和民心的重大举措。

医保异地结算不只是联网
这么简单，过去之所以进展缓
慢，根源在于背后有复杂的利
益博弈。中国各省份之间经济
发展水平不一，这也决定了各
地的医保政策存在很大差异。
因为医保起付线、报销比例、报
销额度等标准不同，如果经济欠
发达地区的人去发达城市看病，
报销具体是依照哪个地区的标
准，就成为很现实的问题。按照
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异地就医可
能保障力度不够，而按照就医地
的政策，医疗条件好的地区又
难免担心，太多人涌入会给本
地造成过重的医疗负担。

万事开头难，国家医保异
地结算系统的建设是有意义的
第一步，明确了全国联网的大
方向。但仅仅技术层面的联网，
不代表所有问题的解决，海南
等省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不是
孤例，很多地方都有可能遇到。
这需要各省份之间更多协调，更
需要其主动承担自身的责任。当
然，就国家层面来说，也需要为
医保异地结算的顺畅推行，在制
度层面进行更具体的“兜底”。比
如加大力度推进医保政策的全
国统筹，尽量缩小不同地区的医
保待遇差距，建立有效的异地就
医监管协调机制等。医保异地结
算目前来说还是新事物，难免遇
到各种新问题，在探索过程中逐
渐进行制度“补课”，才能确保医
保异地结算的效益最大化。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敬
一山）

□王昱

近日，一张武警军人在北
京地铁笔直站姿列队等候列
车，吸引小朋友也立正站好的
照片在网上热传。该照片发布
后，引来了网络上的两极化评
价，有的网友称赞其为“榜样
的力量”“这种正能量太好
了”，甚至呼吁更多人“效仿”。
而也有人质疑该照片有摆拍
的嫌疑。

互联网的一个副作用，就
是往往能催动意见极端化。

“武警列队候车”看起来事情
虽小，但其实也体现了这种副
作用。在我看来，网络呈现的
对这张照片的两种极端意见
其实都有点可笑。

毫无疑问，对武警“摆拍”
的指责是不对的。稍有点生
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军人、警
察在执勤期间就是这样一副
样子，这是特殊职业对他们
行为的要求，说到底，跟医生
穿白大褂、环卫工人早起扫
大街没什么两样。尤其是在
北京这种对安保要求极高的
城市，武警这样列队出勤更
是常见，不存在摆拍的嫌疑。

但是，武警没有摆拍，是
否就像网络的另一种意见所
说那样，就一定是一种“正能
量”呢？我觉得也未必，理由同
样如上文所言，武警列队等
车，其实是一种职务行为。
一个在现代社会生活惯了的
正常人，不会因为看到厨师
做饭、环卫工人扫大街就感
受到“正能量”。即便有，也仅
止于感受到他们的敬业精神。

我们看到武警列队时也应持
此平常心，他们只是在做自己
的工作。

至于有些人说感受到了
“榜样的力量”，甚至呼吁平民
百姓“效仿”，则是上纲上线得
有点可笑。试想一下，如果你
不是军人，平日便服出行，排
队时却特意做出一种站如松、
坐如钟、双手贴裤缝的样子，
周末跟女朋友约会时，还硬要
求人家在你前后列队。这场景
岂不有些滑稽？

小孩子出于学习的本能，
跟着武警战士学学站军姿是
可以的，但号召成年人都这么
干，那还是免了吧。如果我明
天上班时，看到满大街上走的
都是站如松、坐如钟、走路列
队、拐弯走直角、着装千篇一
律、表情不苟言笑的普通百
姓，我会怀疑自己来到了某个

特殊国家或回到了某个特殊
年代，那感觉并不美妙。

武警站军姿等车，这本
来只是一种职务行为。为什
么那么多中国人偏要对其赋
予 价 值 判 断 ，从 中 看 到 了

“榜样”呢？这个问题恐怕更
值得深思。在这背后，是否
有着某种对于秩序及其背后
威权那种尚未退去的崇拜之
情？

其实，只要等车的人们能
够遵守秩序、不有碍观瞻、不
妨碍他人，我们理应给每一
种不同的站姿“点赞”，因为
正是在这些千姿百态的站姿
中，才蕴含着一个成熟的现
代社会理应具有的自由、开放
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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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有点被一组新闻图片惊
到了：为方便市民和游客，济
南设置了100处泉水直饮点。
这逐渐成了泉城新名片。不
过，也有市民用水管、水桶在
直饮点取水，霸占饮水点，大
桶小瓶接不停，耽误其他人饮
用。

有便宜，不占白不占。这
是某些人的生活哲学。大桶小
瓶接来免费的直饮水，既锻炼
了身体，消磨了时间，又节省
了水费，占得了便宜。如此一
举多得之事，大概是图片中的
大爷大妈们，每日必做之功
课。我没有歧视老年人的意
思，但是说实话，能干出这种
事情的，一般都是上了年纪的
人。脸皮活到一定岁数，大概
会长得比较厚，要不然，放在
一般年轻人，就算想占便宜，

大概也抹不下那张脸。
法学上说，法无禁止即可

为；经济学也说，人性总是趋
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在这件
事情上，至少泉水直饮点是明
确写着的，“请勿使用水桶、水
壶等容器接水”“请勿持续按
压取水按键”。当然，写是这么
写，毕竟没什么罚则，也不可
能安排一堆人天天去看着，
成本实在太高，还不如不管。
最大的可能是，反正市民和
游客也得不到实在的好处，
这些泉水直饮点慢慢就会废
掉，成为摆设。很多城市街头
或者景区的直饮水，最后都
是这种结局。

你说，接这么几桶水，就
算每天去接，真能节省多少
钱？是不是这些老年人都是
名副其实的穷人，生活所迫
实在没有办法？我敢打赌，至
少绝大多数去取水的老年人
并不是特别贫困，自己本身
有养老金，花钱的渠道也不
是特别多，为什么还要去占这

点便宜？
不为别的，就因为有便宜

摆在那里，不去占就浑身不舒
服，就显得自己不够机灵不够
聪明。就像前几天上海某市
民，把公园的黑天鹅抓回家炖
了。是黑天鹅特好吃吗？不是。
是菜市场买不起鸡鸭吗？更不
是。就是看见便宜了，想占。

“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
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
了一片土、一只猪。”这是萧
伯纳写的。王小波举了捡垃
圾和收大粪的例子，进一步
论证道：要是一辈子都这么
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
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
圾、一桶屎。

贫穷不仅仅是一种生活
状态，更有可能是一种生活方
式。早就不是穷得揭不开锅
了，但有些人，就是陷在习惯
了的穷活法里，非得那么干。

这些把直饮水取回家的
人，只是影响了别人饮用直饮
水，同时坚持不懈地占了一

点公家便宜。相比之下，那些
明明已经搬进现代化小区，
却就是想着要搞个泡沫箱找
个公共空间种种菜的，更让
人无法忍受，因为他们会把
屎尿攒下来，隔几天就施一
回天然肥，完全不管别人受
不受得了。

不到处捡垃圾收废品，不
在家攒尿攒粪，不去占直饮水
的便宜，凡此种种，绝不会危
及当事人的基本生活，也不会
给其带来多少财富缩水，却一
定会严重影响其本人，以及周
围人的生活品质。

现代社会，财富来源于交
易。而交易的本质，就是你好
我也好，自己赚钱也让别人得
好处。谢天谢地，这是一个靠
占便宜，要么永远也发不起财
来，要么必须冒极大犯罪风险
的大好时代。年青一代的理念
正在慢慢改变，越来越多的人
认同了交易与协作的美好，我
们的社会必定因此越来越繁
荣。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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