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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车祸发生后，肇事司机逃逸，伤者
家属含泪通过媒体寻找肇事司机。这样
的事件经常见诸报端，因此，逃逸肇事
司机在人们心目中已经背上“冷血动
物”“丧失人性”的骂名。然而，所有的事
情都不能一概而论。哲学家苏格拉底说
过，“没有人因为知道了善而不向善
的”，换句话说，向善的力量无处不在。

发生在济宁市鱼台县高福菊身上
的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见
晚报11月9日C09版和11月10日B11版)

夫妻斗嘴，妻子气不过骑上自行车就
出了门，结果不幸发生了车祸。丈夫骑

摩托车到处寻找，甚至不惜卖掉家里
的粮食，而肇事司机孟师傅一边积极
为伤者筹钱，一边尽最大努力帮助伤
者寻找家属。终于，第21天丈夫在医院
病床上见到了妻子，庄稼汉子热泪盈
眶，肇事司机也松了一口气。看到这
里，笔者被深深地触动，不禁反躬自
问，如果换成是我，我会像孟师傅这样
主动承担责任吗？

高福菊是幸运的，遇到了一位敢
承担责任的肇事司机。有两个细节我
过目不忘，车祸之后，当时他赶忙把车
挡在伤者旁边，避免发生二次事故；20

多天中，他像家人一样照顾着高福菊，

还从家里带来了御寒棉被。连医院的
医护人员也被深深地感动。是的，感动
会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也能营造良
好的社会道德氛围。孟师傅的行为让
我们相信，无论到什么时候，社会总有
温情，我们不要因为一次冷漠而对整
个社会失去信心。

有句老话说：“人在做，天在看。”

笔者最想说的是，每个人的命运都是
你的命运，从善待身边的人开始，爱的
传递总会给你带来好运，我们的城市
也会充满温暖！

随着众多大型市
政工程建设项目的轮
番上马，济宁城市面
貌也将发生巨大变
化。但是，在建设施工
中也同时暴露出许多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是施工中的卫生问
题。施工路段灰尘满
地、沙尘飞扬，行人路
过只能以手掩面、急
速穿行，附近居民更
是深受其扰。建议有
关部门在施工时及时
采取洒水等防尘措
施，以保持施工路段
路面清洁。二是施工
中的安全问题。笔者
在施工现场看到，工
地上水泥板等建筑材

料堆放散乱、施工路
面没有任何标示，行
人迂回穿行，既影响
施工进度，又容易对
行人人身安全造成隐
患。建议施工方有序
安排施工区，预留出
小部分人行道。

当然，市政道路升
级改造作为一项利民
工程，施工队正在日
夜抢赶工期，也希望
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尽可能从别处绕行；

实在需要途经施工路
段，也要注意自觉遵守
施工秩序，行走一定要
避开施工区，毕竟升级
道路早日开通是大家
共同的心愿。

眼下坐公交车的
人越来越多了，尤其
是进入冬季的时候，

各路公交车上都是满
载行驶。笔者也是乘
坐公交一族，发现每
到一个站牌，等车的
人一哄而上，有时甚
至连车门都关不上，

司机一遍又一遍地
喊：“往后走！往后
走！”可有的人就是站
着不动，也不让路，前
面的人挤来挤去，站
都站不稳，如果这中
间有老年人或小孩，

容易造成伤害。如果
大家都能礼让一下，

主动给老人和需要帮
助的人让让座位，这
样就会有一个比较文
明而稳定的乘车环
境。

笔者认为，济宁
交通部门应该大力进
行文明乘车的宣传工
作，引导乘客文明有
序排队乘车，把公交
站点文明礼让等作为
一项基本工作来抓，

从而进一步提升济宁
的城市文明形象。

让“文明”在公交车上流行

□任广荣

运河快评

当前不断上涨的
物价，让居民感到生
活压力很大。为了开
源节流，有些市民在
超市前排起长队等候
购买鸡蛋，只因这里
的鸡蛋比市场价低。

笔者认为，有关
部门要多想想民众的
“菜篮子”。一方面
要切实采取措施，把
非理性上涨的物价控
制下来；另一方面，要

学习国外经验，加大
补贴力度，使群众能
够买得到相对便宜的
日常用品和生活物
资。更为重要的是，

必须想方设法增加居
民的收入，用以抵消
物价上涨带来的压
力。总之，要力争将物
价控制在百姓承受能
力之内，确保他们有
足够购买力保证生活
质量。

多想想百姓的菜篮子

□唐伟

夜市：繁荣与规范之间能否双赢
□刘军

似乎在不经意间，笔者发现正在
整修当中的太白楼路已经自发形成了
一处红火的夜市。每当夜晚降临，贩卖
各类小商品、小吃的摊位林立，人流涌
动，呈现一派繁荣热闹的景象。

作为平民生活文化的重要代表之
一，夜市在济宁人的心目中无疑具有
特别的地位，多年前古槐路夜市的繁
荣至今让人津津乐道，怀念不已。但随
着近年来济宁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
飞速发展，夜市正逐步从城区消失，对
大多数市民来说，去夜市购物休闲已
经成为一种记忆。目前城区仅有义乌
小商品城一处较大规模的合法夜市，

影响力和辐射力十分有限。

不可否认，夜市取缔退出机制与
夜市先天具有的弊端有着直接的关
系，比如占道经营、人车混杂，影响了
道路交通；噪音、灯光污染干扰了居民
的休息；大量餐饮垃圾、污水污染了街
面；管理难度大，治安纠纷多发……但
大多数市民似乎更在乎夜市带来的方
便和商机。一些人可以摆摊挣钱，既扩
大了就业，又活跃了夜经济。更多的人
可以出来休闲、购物、就餐、娱乐，提高
了生活品质。太白楼路夜市的迅速形
成已经说明了这种需求的客观存在。

笔者认为，政府有关部门应该积极回

应广大群众的这种需求，不应简单地
取缔夜市，而是在满足群众需求的基
础上，科学对待夜市的治与乱、利与
弊，在经济繁荣与规范管理之间找到
一个平衡点。比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
时，要根据人口和地域的比例留出适
合夜市经营的场地。要做好目标定位，

提高夜市的档次，要合理部置，集旅
游、购物、美食、休闲为一体。要设立专
门办公室加强管理，保护好经营环境

和自然环境……最大限度地将夜市建
成、管成、用成繁荣市场、活跃经济、有
利流通、方便群众的有益载体。

放眼世界，从巴黎、纽约、东京到
中国香港、北京等著名大城市，都有许
多管理规范、闻名世界的夜市。笔者相
信，对于圣地济宁，在全市上下的共同
努力下，也一定能打造出一张让老百
姓深受益处、具有孔孟文化特色的夜
市品牌来。

市民论坛

齐鲁晚报11月9日报道，6日晚上，在
太白楼路施工的挖掘机把供水管道挖
坏了，导致从建设路到浣笔泉路这一区
域的居民用水受到影响，另有一所中学
和两家医院用水供应中断。

其实，这几年，地下管道等地下设
施遭“腰斩”、被挖断的现象经常发生，

这样的新闻也经常见诸报端，简直成
了城市管理的“老大难”问题。“老大
难”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城市建设规
模不断扩大、施工次数相对增多，另一

方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许多部

门之间缺乏沟通，缺乏了解和协商，尤
其是施工方为了赶工期，急急上阵，马
虎施工，也不管地下有没有各种设施，

先一铲子挖下去再说。

这一铲子挖下去，结果就造成地
下供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电缆、光缆
甚至高压电缆等等地下设施遭受损
害，不仅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麻烦，

影响市民生活质量，还会在抢修过程
中，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实在令人痛惜。

当然，要解决“老大难”问题也不

是没有办法，只要认真解决治理，问题
还是可以解决的。比如，有关部门可以

建立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制
度，将地下管线的情况进行收集、整
理，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必须详细查询
施工地段的地下管线档案，取得该施
工地段地下管线现状资料，而不能贸
然使用挖掘机盲目施工。如果施工地
点有地下设施，施工单位应该事先同
所属单位打招呼，最好邀请所属单位
的技术人员参与施工，在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施工会更加安全。

为何屡屡与地下设施过不去
□曲征

犀言利语

感动的背后是道德的力量
□钟倩

施工现场应注意防尘

□郑淑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