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征求意见阶段的结
束，济南市《关于禁止机动车
在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鸣
喇叭的通告》（下简称“禁鸣”
新规）昨起正式生效。“禁鸣”
首 日 ，第 一 张 罚 单 已 经 开
出——— 一位大客车司机因违
规鸣笛而被声纳抓拍装置“发
现”，被执勤交警依法处以五
十元罚款。

由济南市公安局起草的
“禁鸣”新规8月3日开始面向社
会征求意见。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不乏“老司机”们花样迭
出的善意调侃，但从反馈情
况上看，在这座城市，“禁鸣”
早 已 是 大 势 所 趋 人 心 所
向———“禁鸣”的目的是“禁
噪”，饱受噪音污染之苦的市
民早已对“禁鸣”这样的“禁
噪”之举充满期待。

世界卫生组织权威研究

报告早已显示，噪音污染已成
为继空气污染之后人类公共
健康的第二大杀手。作为噪音
污染的“高发区”，城区尤其是
主城区在倾力治理空气污染
的同时，也必须及时将噪音污
染的系统治理提上议事日程。
遗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虽早在
1997年就已颁行，但在许多的
城市，噪音污染治理仍长期处
于严重滞后甚至缺位的状态。

这些年来，济南也曾多次
推出过“禁鸣”措施，但大多是
局部性、暂时性。这次出台的

“禁鸣”新规一改过去“零打碎
敲”的治理模式，在全市范围
内对“禁鸣”区域、车辆、时段
以及处罚标准等相关事项做
出了一揽子明确规定，不仅从
一个重要的方面系统回应了
市民的“禁噪”诉求，在某种意

义上也标志着济南在噪音治
理方面进入一个新阶段。

接下来，除了必须保持既
有治理态势，充足配置各项资
源，将“禁鸣”新规贯彻到底，
一项更艰巨的治理课题已然
呈现在济南人的面前——— 以

“禁鸣”为契机，吹响噪音治理
的冲锋号，对城区噪音污染进
行一次全面而彻底的治理。

机动车鸣笛产生的噪音
只是众多噪音中的一种，且不
是最“重要”的一种。总体上，
为城区的噪音污染做出主要

“贡献”的噪音有工业噪声、建
筑施工噪音、交通运输噪音和
社会生活噪音等四种。作为治
理对象，各种噪音污染在不同
城区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
的呈现方式，因此，在不同的
城市或者同一城市的不同区
域不同时段，噪音污染治理的

具体任务与工作重点也会有
所差别有所侧重。

当下，在济南，跟机动车
喇叭噪音一样亟待治理的噪
音还有不少。建筑施工噪音方
面，一些施工项目为了赶工期
擅自在违规时间作业，干扰市
民的正常休息。交通运输噪音
方面，一些大型公交、重型运
输车的胎噪声时常会在凌晨
或深夜将人吵醒，一些“飙车
族”的马达声与不合格摩托车
的嘶叫声也时常搅得人心烦
意乱。社会生活噪音方面，某
些个人或群体在夜间或清晨
大喊大叫或高音量播放音乐。
诸如此类的噪音污染源还有
不少。对志在创建现代文明城
市的济南而言，是时候对城区
主要噪音污染源进行一次系
统“盘点”，并像“禁鸣”一样推
出系列治理新规。

让“禁鸣”成为全面“禁噪”的先声

这次出台的“禁鸣”新规一
改过去“零打碎敲”的治理模
式，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济南
在噪音治理方面进入一个新阶
段。接下来，一项更艰巨的治理
课题已然呈现在济南人的面
前——— 以“禁鸣”为契机，吹响
噪音治理的冲锋号，对城区噪
音污染进行一次全面而彻底的
治理。

从“女大学生被打”看旅游业新变化

“批评食堂被拘”

地方治理须反思

8月19日，河北省邯郸市涉
县广播电视台报道说，该县一
网民因发帖称医院食堂价高难
吃被拘留。事件曝光，舆论哗
然。这种用力过猛的处罚，噤声
效应不可小觑。何况，质疑所指
还只是医院，不是政府部门。

有个细节不容忽视。拘留
张某，背景是“大干100天，让涉
县更加和谐平安”的县委会议
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拘留“散
播负面信息”的张某，成了“统
一思想，精心组织，迅速行动”
之下的典型战果。若无这次的
舆论曝光和介入，它很有可能
被当作“打击网络谣言”的成
果，在当地获得正面宣传。

我们知道，运动式治理历
来饱受诟病，在日常化的治理
逻辑之外，强调短期从严从重。
为了快速出成绩，容易用力过
猛、矫枉过正，对公民权利造成
误伤。以此来打击网络谣言，扩
大化的危险不容忽视。网民张
某因吐槽医院饭菜被拘，再次
证明了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据涉县官方的通报，处罚
张某是为了“还广大群众一个
清朗的网络空间”。但是，所谓

“清朗的网络空间”，第一个前
提是能够各抒己见、质疑商榷，
而非不允许质疑；第二个前提
是，对于互联网上的异议或者
质疑，地方政府能够迅速识别，
并将之纳入公共治理的逻辑序
列，通过解决问题排解市民的
不满，而非扼杀质疑的权利。

贴吧、论坛等，往往承载着
地方治理的传声功能，其活跃
度和繁荣度，通常与基层政府的
治理能力以及官民互动的频率
成正比。公民在网上发帖，往往
是抱着声音被听到、被回应的期
许，其中暗含着对权力方的信
任。在这一事件中，涉县官方本
可公正、妥善地处理问题，遗憾
的是，它却祭出了权力大棒。

显然，对扰乱公共秩序的扩
大化适用，让涉县的“大干100
天”运动，头开得有些踉跄。好在
邯郸市公安局及时纠偏，让“大
干100天”回归了权力正轨。作为
旁观者，我们希望那句“感谢各
位网友对邯郸公安的关注、监
督”，不只是为了浇灭舆情的官
方话术而已。（摘自光明网）

□毛建国

日前，一名华中师范大学
2015级的女大学生发微博详
叙了自己在昆明旅游无故被
打一事，引发全国网友关注。据
国家旅游局网站消息，国家旅
游局对该事件高度关注，责成
云南旅游发展委员会尽快采取
措施、查明真相、联合相关部门
严厉打击犯罪行为，保障游客
权益。（8月20日中新网）

看到“女大学生旅游被
打”，估计很多人会生出一个

“又”字：怎么又发生暴力伤客
事件了？虽然一段时间以来，
云南旅游接连发生了一些负
面舆情，但我还是倾向于相
信，这只是小概率事件。但并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就有网
友讲，如果去一个地方只是花

钱找打，那真的不能去了。
很难说网友的这一说法，

是否一时气话，可这种观点很
有代表性。几乎每一起负面舆
情发生后，在舆论场上都会导
致“用嘴投票”。至于有没有转
化为“用脚投票”，需要经过一
番复杂计算，有时也难免陷入

“各说各话”。但从中可以看到，
现在游客对自身权益更加重
视，旅游心态发生显著变化了。

伴随旅游业的发展，竞争
一直如影随形。只是，一开始
的旅游竞争，大多表现为硬实
力的竞争，拼的是各个景点的
先赋条件。只要有景有名有故
事，就不怕没有游客拨冗光
顾。随着旅游业大发展的春风
到来，点到点的竞争进入到了
城与城的竞争。这一阶段，城
市旅游接待条件的重要性，越
来越凸现出来。这其实还是属
于旅游硬实力的竞争。

近年来，伴随着全域旅游

的出现，旅游竞争也进入了全
域阶段，旅游地区的软实力，
越来越成为旅游的重要因素，
甚至决定因素。这一阶段，游
客已经从过去的看“景”，跨入
了看“风景”。所谓“风景”，是
由“风”和“景”组成的，“风”指
向城市民风、城风、市场之风。
在一个旅游地区，市场秩序有
了问题，出现假货、“天价”，会
受到游客质疑；治安状况不
好，市民对待游客不热情，也
会遭到“吐槽”。

“女大学生旅游被打”，其
实属于偶发的治安事件。在过
去，这种事很少会被归入旅游
问题。但进入新的旅游阶段，
人们却很容易将发生在一座
旅游城市的治安事件与旅游
联系起来。而且需要认真对待
的是“坏消息综合征”，具体表
现为受众容易被一些负面消
息吸引并乐于传播——— 云南
的冶安状况未必有那么差，但

发生在游客身上的治安事件，
却是“以一当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
树立“用户意识”，确立“全域
服务”——— 真正把游客当成用
户，致力于游客全方位需求，
从每个环节每个细节做起，以
游客视角来审视城市。发展旅
游业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
行业的事，而是整座城市的
事，这其实对于现代城市治理
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女大学生被打”一事，
不难看到当前旅游市场，特别
是游客心理已然发生了变化。
现在，旅游竞争已经到了拼软
实力的阶段，要想脱颖而出，
单有“景”还不行，必须提升现
代治理水平，努力提升地区软
实力，让游客看到和谐的“风”
和“景”，努力追求游客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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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试说新语

“最破办公楼”走出腐败分子并不奇怪

□殷国安

据河南三门峡市纪委消
息：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王战方（正处级）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4
年前，他曾因坚持在河南省

“垫底”的土坯房中办公而出
名。（8月20日《法制晚报》）

土坯房里办公的县委书
记也出了问题？其实这样的事
一点也不新鲜。

此前，河北省邯郸大名县
县委书记边飞也是住在“最破
办公楼”里，政府大院大部分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的，一
用就是50年。在当地还流传着
一句话：“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最高的大楼是医院，最破的房
子是县委县政府大院。”具有
讽刺意义的是，最后却抓出了

“亿元贪官”，边飞被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
“最破办公楼”里出了腐

败分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奇怪
之处，“最破办公楼”与清正廉
洁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就
像我们不能凭一个官员的衣
着打扮去判断他是否清廉。县
委书记是否腐败与办公楼的
新旧关系不大，而只与权力是
否受到监督有关。过去，县委
书记也成为“高危”岗位，就是
因为权力很大、监督很难，如
果监督不到位，发生腐败是自
然的事。

而且，“最破办公楼”的成
因也是复杂的。一般说来，一
个县的党政干部在什么样的
办公楼里办公，主要取决于当
地的“一把手”。而县委书记为
什么甘居“最破办公楼”，可能
有多种情况：其一，有的打算
干两三年就走，根本没必要建
办公楼；其二，当一个地方已
经有了住“最破办公楼”的传
统，又已经被媒体宣传过，新

任县委书记也不便改变；其
三，县委书记打算在这方面创
个典型，进行一点作秀的表
演；其四，“一把手”确实把心
思用在了工作上，而不是过分
考虑办公环境。应该看到，王
战方属于第二种，不建新办公
楼，正是迫于形势：56年里，十
一个县委书记都在这里住了，
大家都能坚守下来，他怎么可
以坚守不下来？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完全
否定“最破办公楼”存在的意
义，它确实部分体现了干部的
作风。但是，不能把“最破办公
楼”的意义无限扩大，变成判
断干部的标志，甚至以为这就
是预防腐败的武器，用它去代
替对权力的监督，那结果必然
是错误的。

从理性上看，我们反对一
些地方政府大建超标的豪华
办公楼，但也不能认为越寒碜
越好，政府办公楼要符合中央
规定，应该与整个经济社会的

发展水平相适应，应当具备为
人民群众提供优质便捷服务
的基本功能。

犹记得前些年有媒体报
道，湖南炎陵经信局机关办公
房被曝“最寒碜”——— 一栋建
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层砖木
旧瓦房，墙壁大都没粉刷，有
的窗户是纸糊的，十几间办公
室只有一台座机，冬天用火盆
取暖，院内无厕所……结果
是，当地公众对炎陵县经信局
的破旧办公房就很不买账，他
们更关心如何提高这个部门
的办事效率。

地方政府把豪华办公楼
当作形象工程是错误的，必须
坚决反对；但反过来，把破旧
办公楼当形象工程也是错误
的。该改善办公条件的还是得
改善，只要不违法违纪，不建
超标、超豪华的办公楼就好。
至于腐败分子，肯定是来自那
些权力不受监督或受监督不
足的岗位，无关办公楼新旧。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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