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眩晕症更要命的是司机不自律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在肇事车主自称有眩晕
症的一场交通事故中，济南5

位自行车车友在烟台永远地
失去了生命。尽管规范机动
车驾驶的外部约束机制正在
不断完善，但想要营造安全
和谐的交通环境，如何培养
驾驶员尊重生命的自律意
识，在这场惨剧之后应该引

起我们的深思。
22日下午，一辆轿车在

行驶中突然逆行撞向一队来
自济南的自行车爱好者，造
成5死3伤的重大交通事故。
根据交警调查，这名69岁的
肇事司机不仅有低血糖、甲
亢等病史，而且在车祸发生
时出现短时眩晕，无法控制
车辆。

这无疑又是一出危险驾
驶导演的悲剧，而且与历次
超速飙车、酒后驾驶造成的
交通事故一样，这名69岁的
高龄司机应该明知自己身体

不适宜驾驶车辆，但依然在
侥幸心理的推动下上路。

交通事故无情，无论是
车内的驾驶员还是车前的行
人或骑车人，在高速奔驰的
钢铁车辆面前，都显得无比
单薄脆弱，为保障交通安全，
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交通安
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从醉驾
入刑到规范远光灯的使用，
应该说，机动车交通安全的
外部监管正日益完善。但再
完备的外部监管，也离不开
机动车驾驶员的自律。例如
在此次烟台车祸中，像肇事

司机这样高龄驾驶、有多种
病史，并且行车时有眩晕的
前兆，即便他能够通过每年
仅有一次的驾驶员体检，也
应该在平时驾车上路时提醒
自己，自己的身体状况已经
不适合长时间驾驶，应该在
行车时注意休息或控制车
速。

如果肇事司机在22日的
行 车 时 ，感 觉 到 自 己 身 体
状 况 不 佳 ，选 择 靠 边 停 车
或 换 人 驾 驶 ，而 不 是 心 存
侥 幸 坚 持 驾 驶 ，也 许 就 不
会 有 事 故 的 发 生 。但 这 次

交通惨剧再次证明，一旦不
顾后果的侥幸心理占据上
风，处于交通强势地位的司
机，将会将交通安全抛在脑
后。

尤其随着近年来汽车的
普及，我国正逐渐步入汽车
社会时代，而逐渐增多的机
动车和相对滞后的道路资
源，使得人车混行、交通环境
复杂，这也成为越来越多城
市的交通难题，如果在这样
的环境中，再抱有挑战交通
安全的侥幸心理，无论对行
人还是驾车者，都是极端危

险的和不负责任的。
然而，仅凭交通警示牌

和交警部门的上路检查也很
难杜绝司机的侥幸心理。正
如此次5死3伤的烟台车祸警
醒有关部门的：在现阶段的
中国，要保障行人、骑车者和
机动车驾驶员等不同群体的
交通安全，相比耗时费力地
更改交通规划、增加自行车
道、完善交通法规，培养机动
车驾驶员的“行车公德”，唤
醒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许
更为重要，也更容易立竿见
影。

培养机动车驾驶员的“行车公德”，唤醒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许更为重要，也更容易立竿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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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风都想管，权力之手伸得太长了

□汤嘉琛

在香港，无论是资本
雄厚的千万富翁，还是白
手起家的穷小子，只需出
示身份证并缴纳不到2000

港元的注册费，新公司最
快6天后就可以开张 ；在
香港，商人们无需为眼
花缭乱的税种烦劳，他
们开公司赚来的钱，大
部分都可以放进自己的
腰包；在香港，不擅应酬
也并无大碍，与政府官
员交往过密反而有可能
引来麻烦。香港连续十几
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
体，这里的政府在经济方
面干预很少，这里的商业
环境令世人羡慕。(6月24

日《中国青年报》)

透过现象看本质，香
港能有如此优良的商业环
境，奥妙在于当地政府“积
极不干预”的自我定位。新
公司审批程序简洁，因为
繁复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市
场经济的理念不符；企业
税负压力轻，因为当地政
府深知不应与民争利；官
员不敢与企业交往过密，
因为香港有成熟的权力制
约机制。用《经济学人》杂

志的话说，这里有一个放
下架子鼓励企业尽其所能
赚钱的政府，这里的官员

“没有花他人的钱和插手
他人的事的本能”。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
转向内地，见到的商业环
境却完全是另一幅图景。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黑龙江省近期推出的《黑
龙江省气候资源探测与保
护条例》。该条例规定，风
能、太阳能等自然资源的
开发，必须经过气象部门
的许可，而且探测出来的
资源属国家所有。这个打
着“规范气象资源利用”旗
号的新规，在全社会引起
广泛争议。很多人都看出
了其中的“小算盘”——— 强
调政府在气象资源开发方
面的行政审批权，制造寻
租机会与企业争利。

两者对比，我们能够
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
的政府形态，一个侧重公
共服务，一个侧重行政管
制。因为秉持前一种理念，
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
市场经济哲学在香港随处
可见，政府以建立基本福
利体系、推动教育均衡、推
进公屋建设等工作为己
任；而在内地，个别部门以

“法”扩权或越权谋取利益
的做法并不鲜见，政府越

位、缺位、错位的现象时有
发生，这使得我们看上去
是在朝法治经济、市场经
济的方向迈进，但实质上
仍未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
管制经济思维。

在一个健康有序的自
由经济体中，市场主体分
散决策与公平竞争，才是
优化资源配置主导力量。
如果政府部门不能根据市
场经济的规律来调整自身
定位，继续用计划经济时
代的那一套来处理政府、
企业与个人的关系，以政
府行政权力管制一切为中
心，必然会破坏经济活力，
打击企业的积极性，进而
导致商业环境越来越恶
劣。

归根结底，内地要想
具备香港那样优良的商业
环境，关键在于能否实现
政府职能转型。在推进政
府职能转变方面，无论是
中央政府，还是民间社会，
已经有基本共识，那就是
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
能。政府要懂得权力的边
界，学会“放权”而不只是
一味地伸手，以制定和完
善市场规则为主要职责，
打破行政性垄断，才能创
造有利于市场主体平等竞
争的商业环境，实现社会
公平和正义。

借壳
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期刊《大家》被

指刊印同一个刊号、刊名的“野鸡刊”，专事收费登载
各种论文，为杂志社敛财。据称每月敛财近200万元，
一年不少于2000万元。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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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暴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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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报道，深圳男
子王红光因朋友酒驾被查，尝
试到交警中队“捞”人，因对交
警爆了粗口被打至病危。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少数
无理取闹的人，在面对执法部
门的处罚时，胡搅蛮缠甚至暴
力相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执
法人员必须要保持清醒理智，
既要心平气和地为百姓讲道
理，也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
甚至，有些时候承受一些委
屈，这也是执法人员应当具备
的素质。然而，近年来，也频频
发生执法人员暴力执法的丑
恶问题。无论是看守所内频频
爆出的嫌犯离奇死亡事件，还
是一些城管执法人员暴力殴

打小商贩的问题，这都在一定
程度上暴露出执法部门距人
性化执法仍有一定差距，同
时，这也是对和谐文明社会
环境的伤害。执法部门作为
构筑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
坚实力量，必须要自觉带头
遵纪守法，因此，面对“以暴
制暴”这样的恶性事件，但愿
相关政法部门不要姑息纵容，
不要迁就袒护，而要对相关责
任人乃至有关领导作出严肃
处理！

读者：陈国琴

时刻牢记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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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6月2 5日报

道，青岛市南区在沿海公厕投
放免费手纸，有人却不注意节
约，随手乱扔。对公共设施的

破坏，在各地几乎都很常见，
却又是被我们忽视的陋习。公
家的东西，不拿白不拿，这种
观念似乎根深蒂固，很多人并
不觉得这有什么不道德，这也
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公德的缺
失。平时，我们的教育对一个
人的道德要求往往都是私德
方面的，比如要孝顺、要友爱，
却忽视公德对社会秩序的重
要作用。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很
多问题，很多归根结底都是公
德缺失的问题，损坏公共设
施、不讲公共卫生等行为都极
大破坏了一个城市的精神面
貌。希望每一个市民都能引以
为戒，不仅在家做好父亲好丈
夫，出门更要做文明礼貌的好
市民。

读者：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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