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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济南一些挂
有“鲁O”“鲁W”号牌的机动车
从本月开始更换“鲁A”地方号
牌。2019年1月1日起，拒不更换

“鲁O”“鲁W”号牌车辆的车
主，将受到处罚并追责。

“O”牌车最早只限公安车
辆专用。由于“O”牌车在实际
行驶中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
等“特殊权力”，被一些地方政
府部门和相关单位超范围使
用，渐渐演变成权力和地位的
象征。此次，山东交管部门取
消“鲁O”“鲁W”牌照，赢得了
公众的一片叫好声。但要解决

特权车问题，取消“特殊号牌”
不是终点，解决其背后的深层
次问题，以制度管住权力才是
关键所在。

根据相关法规，警车、消
防车、救护车等执行任务时享
有道路优先通行权，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
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
让行。因为这些车辆关系公共
利益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需
要有和时间赛跑的“特权”，对
此，公众不仅不抵触，而且是
支持的。但是，一些车辆仅仅
因为归属单位或者驾驶人的
特殊身份，就成为特权车、霸
王车，于法于情都是不能被接
受的。

要阻止那些依仗权力和
身份横行的特权车，必须先取
消这些车辆的特殊号牌。虽然
现行法规并未赋予特殊号牌
车辆任何特权，但是这些显而
易见的特殊性在道路上确实
给其他驾驶人以及道路执法
者等造成了“不怒自威”的压
力。一些特殊号牌车辆的驾驶
人也把特殊号牌当作特权的
标志，在道路上视交通法规如
无物，甚至为了特殊化还对执
法人员施加压力。搞特权的特
殊号牌车虽是少数，却因为号
牌的特殊性严重败坏了社会
风气和党政干部的形象，群众
对此有很大意见。取消特殊号
牌，确实是顺应民意之举。

当然，在为取消特殊号牌

叫好的同时，也有人担忧特殊
号牌被取消之后何以监督公
车“低调”的横行。目前，山东正
在大力推行公车改革，措施不仅
包括取消特殊号牌，还有实行

“公车标识化”、建立全省公务用
车管理平台等手段，展示了积极
的改革态度。从这个角度看，隐
退的只是特殊的号牌，而公车的
透明度并没有消减，对公车的监
督只会更加有效。

只要公安机关严格执法，
按期取消特殊号牌应该不难。
如何根除一些公车驾驶人和
党政干部的特权意识，则是治
理特权车的关键一招。如果仅
仅在形式上取消特殊车牌或
者加贴统一标识，而车辆驾驶
人的特权意识不能被根除，特

权车就会有新的表现。这就要
求有关部门不能因为特殊号
牌的取消而放松监管，必须让
制度给一些车辆所依仗的权
力上把锁。一方面，要将公车改
革进行到底，严格落实规定，加
强对公车的监督管理，一旦查实
有公车谋求特权和私利行为，要
敢于动真格、坚决查处。另一方
面，对于驾驶私家车出行的党政
干部，有关部门也要加强自律教
育，让他们正确对待权力，严格
遵守生活纪律，把握好自己的
方向盘。

杜绝特权车并非一日之
功，交管部门为此做了大量工
作。现在还需要相关部门和群
体给予配合，真正把群众叫好
的事情办好。

要取消特殊号牌，更要根除特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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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作业类APP背后的真问题

□金新

近年来，学习作业类APP
逐渐成为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应
用与反馈通道。但在流行背后，
多款学习类APP有“色诱”学生
的恶行。作业类APP多次被曝
光存在色情、低俗等与育人目
标完全背离的内容，但相关运
营商非但不整改，反而变本加
厉。为此，有论者呼吁有关部门
加强监管。

对“色诱”学生之类的作业

类APP乱象，强化监管乃理所
当然。但是，有一点同样值得深
思——— 为什么作业类APP会那
么受欢迎？学生作业类APP，内
容涵盖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等
几乎全部的中小学学习科目，
以其游戏式的内容设计与趣味
化的操作模式吸引着海量的中
小学生。这类APP的兴起及其
对中小学生的各种“诱惑”，从
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当前的中
小学教育缺乏对学生兴趣的应
有尊重与开发。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其实，知识与力量是两个截然

不同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知
识之所以能成为力量，是因为
知识包含兴趣因素。有了这种
或隐或显的兴趣因素，知识才
能冲破各种阻碍转化为某种力
量。韦编三绝、凿壁借光、悬梁
刺股……在没有游戏的时代，
前贤之勤奋离得开兴趣？一言
以蔽之，知识本身就携带了由
此及彼的中介或曰桥梁——— 兴
趣。

为什么有的学生面对知识
会兴趣索然而需要游戏式作业
类APP来刺激呢？美国学者霍
华德·加德纳在其《多元智能》
里提出人类有七种不同智能：

语言智能、数学逻辑智能、空间
智能、音乐智能、身体运动智
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
能。这七种智能彼此平等独立
而又相互关联。每个人拥有这
七种智能中的若干种，但是没
有谁能够同时拥有这七种智
能。每个人所拥有的智能不同，
形成了人与人的差异。缺乏天
赋，不能成为“天才”，强迫是一
种误区；具备天赋，能够成为

“天才”，放任亦是一种误区。在
这个意义上，千年之前孔夫子
的因材施教实在具有穿越历史
的普世价值。

罔顾教育对象的个性化特

征，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对充
满差异性的人脑施以流水线式
的“工业加工”。长此以往，天性
活泼的孩子们能不厌学？能不
丧失宝贵的学习兴趣？在这种
背景下，学生沉迷于各种游戏，
喜欢上各种作业类APP，以至
于被某些不良商家“色诱”，并
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总之，有关部门加强对学
生作业类APP的监管固然重
要，透过有关乱象看到中小学
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并切实有
所作为，才是最要紧的。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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