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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校车”不能光怪校车老板
□刘铭

记者在对城区“校车”调查
中发现，不少校车没有手续，而
且还有超载现象，其中大部分是
一些私车，或者私人老板雇佣司
机驾车接送学生，让学生家长和
老师捏着一把汗(4 月 20 日《齐鲁
晚报》)。校车安全关系到孩子的
人身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但
从当前的情况看，校车的使用情
况不容乐观。

市政府 4 月 7 日出具的《聊

城市教育工作综合督导汇报材
料》显示，全市共有幼儿园 1507
所，在园幼儿 17 万人；小学 786
所，在校生 398454 人。从这组数
据中不难看出，就算除去家长接
送和学生步行、乘公交车外，需
要坐校车的学生依然很多。而
且，随着择校和转学等原因，市
区学生数目不断增多。而教育部
门表示，从实行划片招生以来，
还没有审批过一辆校车。

正因如此，一些私人老板嗅
到了“商机”，有的老板拥有三四
辆“校车”，甚至用上了普通的大
客车、面包车，司机还要雇佣。而
在一些公交站牌、小学幼儿园门

口，也经常看到拼车接送孩子的
小广告，促使一些小三轮也搭上
了“校车”的称谓。虽然全市校车
的具体数量没有相关统计，但从
这些现场中不难发现，校车已成
为一种“稀缺品”。

有的老师说，他们也天天
讲，不让学生乘坐三无车辆和
破旧车辆。交警部门也表示，
校车要统一喷绘校车标识，严
查超载和手续不全的。一些所
谓的校车虽然在相关部门进行
了详细登记，但还是不乏学生
坐板凳、半路出故障等情况，
无运营资质、车质差、从业司
机素质参差不齐已是不争的事

实。难道这些车登记造册后就
变成了“正统货”？一旦发生
安全事故，恐怕受责的只是所
谓的“校车”司机或者“校
车”老板，真正受伤害的还是
学生及家长。

而在国外许多国家，坐校车
的安全系数是坐私家车和公交
车上学的几十倍。反观这些，目
前相关部门的管理还仅仅局限
于一种外观操作，很难从实质
上真正解决黑校车的存在。由
此可见，如果相关部门加大投
入，调整一下相关政策，各学
校幼儿园有足够用的校车，哪
里还会有私人校车的市场呢？

中通时代豪园二期居民谢
女士说，每天骑电动车出小区
门，物业门岗都要居民重新开
一下锁，能打开才能出门。她
说，这样的小区治安真让人放
心，就这个规定肯定震慑了不
少“梁上君子”。

开发区阳光E 时代小区一
位住户最近很闹心，穿拖鞋走
动让楼下人找上门来，半夜三
更还能听到楼上男主人打呼噜
的声音，甚至楼上小声说话的
声音也听得清清楚楚。花 40 多
万买的房子难道是纸糊的？找
物业、找开发商，他找了半年跑
断了腿，还是没结果，这几天都
烦得寝食难安了。

乐园小区居民刘女士说，
这几天她家忙着装修，一些废
旧的材料暂时丢在楼下。没想
到楼下的几户居民顺势把生活
垃圾都堆到这些装修垃圾上。
惹得一楼住户意见很大，本想
喘口气再搬运，这下只能马不
停蹄地运走了。 (杨淑君)

亲爱的读者，今天起本报
全新改版，每周五增加《海言
阁》板块，定位为“说水城事儿，
拉百姓理儿”，即评说发生在聊
城范围内的事，讲述做人做事
的道理。

该板块面向读者征集稿
件，要求“说水城事儿，拉百姓
理儿”，内容不求有多么高深，
文笔不求有多么漂亮，只要真
实客观、见解独到，均可向我们
投稿。

投 稿 邮 箱 ：l c q l w b @
126 .com

海言阁请您发言

还是按制度办事吧

既然是公共绿地，就属于
小区全体业主所有。而种菜只
是某些人的私人行为。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既然有明确的
规章制度，规定小区种菜属于
违法行为，我们都是守法公
民，不能因为个别人的私利，
而忽略了整个小区的利益。

按照聊城市绿化的相关标
准，新建居住区的绿地率要达

到 30% ，旧区改建达到 25% ，
城中村绿地率也要达到 25% 。
而住建委部门也明确规定，小
区种菜属于违法现象，种菜会
破坏现有绿地，达不到绿化的
标准。

什么事都有规划，我们不
能违背规划。在建设之前，绿
地的性质就很明确了，它是公
共的，是绿地，属于全体业主所
有，而不是某个人的自留地。不
管是种菜还是种花，毕竟都是
私人行为，缺乏统一管理，到时
候肯定还是乱糟糟的。

我们都出生在这个法制的
国家，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我们还是按照规章制度来办事
吧，小区的绿地就别再种菜
了。为啥？就因为城市绿地不
是自家菜园子，进了城，就别
惦记着农村的菜地了。

(谢晓丽)

没绿化闲着有啥用

近年来，城区很多房子都
是入住后半年到 2 年时间才彻
底完善小区配套设施，也有些
开发商建好房子入住后就不管
了。即使管也只是随意在绿化
带里撒上一些草种子，任其肆
意生长。那样的绿化带与其说
是绿化带还不如说是长满杂草
的荒地。

而一些老旧的小区物业管
理不到位，绿化带常年无人打

理，时间一长就变成了荒地。这
种现象在老旧小区里非常普
遍，物业管理人员通常认为，开
发商建好的绿化带，随着时间
推移，变成荒地也是在所难免
的，如果重新修缮绿化带还得
需要资金，不划算，久而久之就
不管了。

像这种绿化带里没有绿化
的情况，市民在里面种点菜也
无可厚非，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最起码种上菜，遇到大风天气
小区里不会起沙尘。

小区绿化带到底该不该变
成菜园子，其实归根结底还是
开发商和物业说了算。

试想一下，如果小区里各
项绿化设施都很完善，谁还愿
意费那功夫去把好好的绿化带
开垦成菜园子，如果真有人这
样做的话，也很容易成为众矢
之的。 （张召旭）

手机尾号为 0296 的李女
士来电反映：聊城莘县大张乡
两米半宽的桥梁上有个直径约
为一米的大洞，每天过往人流
很大，熟悉的人知道绕着走，但
不熟路的人及老人孩子，随时
有掉下去的危险，希望相关部
门能给修一修。

手机尾号为 1803 的吴先
生来电反映：他 1998 年卫校毕
业生，之前几年考国家助理医
师都可以考，但今年开始，社区
医学专业却不能考临床类的助
理医师，咨询相关部门也没有
相应的文件。希望能给他个明
确说法。

(刘彦朋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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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不少小区绿地被部分居民“圈”起来，成为私家菜园。有的居民认为，小区绿地闲着也是闲
着，不如开垦出来种菜，既闲物利用，绿菜也是绿色，跟绿地的绿化效果没啥区别；也有居民对此表
示反对，小区绿地被少数人“圈”起来种上菜，既抢占了公共资源，也降低了小区的档次。

本期锵锵三人行，我们聚焦“小区绿地变私家菜园”，一起来拉拉小区种菜这件事儿。

绿地成菜地 暴露监管乏力

小区绿化带空地，空地又
成菜园，看到这则消息，难免会
让人联想起那些个“挖个坑就
敢声称湖滨庭院、盖个圆形建
筑就叫欧式风格、种几棵树就
命名天然氧吧”等一类的笑话，
这些看似责任全在开发商身
上，纯属不作为的问题，但往深
处想，开发商养成的这些臭毛

病，暴露出来的是不是我们某
些主管部门的监管乏力甚至无
力。

省市各级行政监管部门都
有明确的商品房交付管理办
法，其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说明，
商品房交付，交给业主的不仅
仅是几间房子，还包括小区绿
地、水、电、暖等公共配套设施。

此外，各地为了美化环境，更对
小区绿化面积做了严格要求。

既然有如此多的政策依据
做后盾，绿地是空地这样的小
区，又是怎样交到业主手中的
呢，难道相关部门在验收商品
房的时，采取的是“睁眼闭眼”
措施？

(刘彦朋)

海言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