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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堵必须改变“以车为本”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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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现在一些城市，正越来越朝着方便汽车出行的方向发展，而对步行和自行车
出行的人来说，却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本报评论员 张金岭

北京因为堵车厉害，被
戏称为“首堵”。其实何止是
北京，我们每一个生活在城
市里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
堵车之苦。城市化还处在中
期阶段，“城市病”我们已经
提前感受到了。

北京出台的严厉治堵方
案，目前已经开始向社会征
求意见。除北京外，近期江
苏、浙江、四川等省市多个地
方政府也在酝酿出台“限车
令”。事实上，限车等措施只
是应急式的治理措施，要从
根本上治理日趋严重的城市
拥堵，必须改变道路交通设
计和管理越来越“以车为本”

的倾向，否则北京严重拥堵
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更多城
市的明天。

现在一些城市，正越来越
朝着方便汽车出行的方向发
展，而对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
人来说，却变得越来越不方
便。岂止是不方便，有时甚至
是很危险的，比如为方便汽车

出行，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宽，

但行人过红绿灯路口时常常
不得不一溜小跑，对老人和孩
子来说，速度稍微慢一点，很
可能就无法顺利通过路口；现
在的一些马路，快车道越来越
多，但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却
越修越窄，有的马路甚至没有
自行车专用道，有的即使有，

也没有和快车道的安全隔离，

真要骑自行车出行，其实是很
危险的事；再加上汽车尾气污
染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城市空
气的主要污染源，这更增加了
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的难度。所
有这些，事实上都在鼓励着人
们的汽车出行习惯。不开车的
人，不但享受不到城市公共建
设带来的好处，反而身受其
害，长此以往，开车的人只能
越来越多，城市只能越来越
堵，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比如
有调查显示，现在城市居民的
自行车出行环境不满意率很
高，自行车出行的比例正在逐
年下降。

我们城市的交通系统设
计和管理，必须朝着有利于人
们绿色出行的方向改进，只有
真正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
为本”，逐步改变当前步行、自

行车出行环境日益恶化的现
状，城市交通拥堵的状态才能
真正缓解，才能避免更多的城
市步北京的后尘，成为又一个

“堵城”。中国城市人口多，未
来还将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城
市生活，城市空间资源本来就
很有限，怎样引导汽车消费合
理增长，是城市发展必须面对
的新课题。国外的经验证明，

只有不断为步行和自行车出
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只有不断
发展公共交通，才能真正有效
抑制汽车出行的需求，才能真
正培养出绿色出行的好习惯。

有资料说，在丹麦的哥本哈
根，每建成一条新的自行车
道，这个路段的骑车人数就增
加20%，而开车者减少10%。绿
色出行的习惯，是越来越宽的
自行车和人行道、越来越方便
快捷的公共交通涵养出来的，

而不是说教出来的。

不久前，全国城市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
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作为全
国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
范项目城市，济南将通过设
置彩色自行车道等方式建设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鼓
励市民绿色出行。这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要防止城市变
成“堵城”，必须及早打算，如
果交通拥堵到北京那样的程
度再来治理，成本就太大了。

唯证时代

朋友打电话问我有没有
报第二专业。她说，就是拿钱
买个证书，一万多块钱，但以
后考公务员就可以不受专业
限制。现在考证的广告随处
可见，有英语四六级、计算机

二三四级、教师资格证、会计
证等。大部分科目考完就忘，

空有一本证书。大学生热衷
考证是为了增加就业筹码，

难道“唯证时代”真的到来了

吗？ (丁婷)

馒头变形记

前几天去学校食堂买馒
头，以前三毛钱一个，结果两

个馒头服务员要收八毛钱。

我问：“涨价了吗？”服务员

说：“没看见馒头变大了

吗？”我仔细一看，果然馒头
大了不少。后来又去买馒
头，馒头却恢复了以前的大
小，不过还是四毛一个。看来
涨价也有很多技巧。（佚名）

□蔡晓辉

最近浙江台州市引人瞩目的“房票

门”事件，目前的官方调查进展是：有100

多套房存在“直改名”的违规情况，涉及的

官员中有两位当地的副局长。至于是否存在

其他党政干部炒卖房票的违规行为，还有待

进一步调查核实。(12月13日《钱江晚报》)

高房价早已令民怨升温，而房地产市场

上官商勾结的“房票”内幕无异于为高温的民

怨拾薪。在当地，房票成为公开的秘密已达数

年。房票成为官员们变相受贿的新渠道，这些

年估算下来，总额将达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数

字。调查若能深入并披露，将成为房地产资本

和权力之间深度媾和、相互输送利益的一个

生动注脚，也将为高房价之谜增添一种解释

的可能性。

台州“房票门”不过是房地产市场上

官商之间互相输送、互为支撑、共谋房奴

之利的个例。目前所知的100多套房源、两

位副局长恐只是房地产市场上权力腐败

的冰山一角。公众更期待的是，如何从法

律和制度层面破解这座冰山。

首先，据媒体报道，台州房票现象已存在

多年，调查组应将近年来房价飙升的当地所

有楼盘列入调查对象，不拘于今年、不拘于网

友举报的几座楼盘。若真有彻查的决心，其实

查起来并不难，既然官员们倒腾房票需要让

真正的买房人与开发商重签合同、需要到房

管部门修改一下相关票据，调查组就只需要

到开发商和房管部门调查取证即可。彻查所

有楼盘，才能取信于舆论，不至于成为“隔墙

扔砖头砸着谁算谁”。我们当然相信当地调查

组掷地有声的“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绝

不姑息”，但那些没发现的呢？“没发现”的原

因，一是囿于调查楼盘的范围和调查年限的

划定，二是囿于调查组的级别，由当地多个部

门组成的调查组，如果遇到比当地“副局长”

更高的官员存在炒卖房票行为，又能怎样呢？

第二，调查组20日公布的详情，必须解释

权力之所以能获得房票的原因。比如，房票的

拥有者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员、他们的管理权

限等内容。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房地产商不

会白白地用自己的房子与官员们联络感情。

公布房票拥有者的详情，直接关系楼盘在土

地获得、项目变更、资金来源等方面是否存在

权钱交易，也可作为一个权力腐败的样本进

行剖析，斩断权钱之间的媾和。

第三，调查组如何定性房票？是法律

意义上的受贿，还是弹性十足的“不正之

风”？最高院和最高检曾在《关于办理受贿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

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

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

汽车等物品的”，属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

赂”。而台州官员倒卖房票牟利，是否可以

适用受贿罪？

对台州“房票门”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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