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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水泥锥”张扬着城市管理的统制思维

□本报评论员 崔滨

在广州白云区、天河区
多处天桥和高架桥底，浇筑
了水泥锥，有的水泥锥阵不
仅锥头尖锐、富有杀伤力，而
且存在时间已长达五六年之
久。只是这些足以让人产生
密集恐惧症的水泥锥大阵，
目前却没有一个单位出面解
释原因。街坊称，这些地方曾
经流浪汉聚集，自打有了水
泥锥，流浪汉被迫迁走了。有
工作人员表示，过去桥底聚
集了太多的流浪人员，市政

部门为防止安全隐患，在桥
底建了水泥锥(详见本报今
日A18版)。

无论民众的猜测是否属
实，流浪汉们的确是难以在
布满“荆棘”的桥底栖身了。
这倒真应了那句“上无片瓦，
下无立锥之地”的老话，只
是，当广州市连流浪者的立
锥之地都要无情剥夺后，这
座以“开放”、“包容”著称的
城市，该怎样向外来者诠释
自己的善意？当然，广州也绝
不会排斥那些能给他们带来
资本或者提供就业的外来人
员，他们只不过想用这种赤
裸裸的方式表达对最弱势的
流浪人员的反感。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流
浪注定是人生的一种不幸。
流浪人员更愿意停留在城
市，仅仅是因为那里集中了
更多的资源，更有助于他们
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但他们
通常衣衫不整，占用公共空
间，又不容易管理，在过分追
求市容整齐划一的城市管理
者看来，这就成了一种累赘。

联系到近日深圳拟推出
市容环境综合考核实施方
案，将乞丐数量与城管考核
挂钩，其政策的冷漠与水泥
锥的冰凉“异曲同工”，背后
无不体现着一种过度管理的
倾向：这些城市管理者对于
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市容应

该是一丝不苟的，市民应该
是号令必从的，凡是有损城
市整洁、不易管理的群体都
应该被驱逐。在这样的管理
模式中，市民只能服从于城
市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城市的
发展更好地服务市民。为了追
求整齐划一，原本多样的参差
不齐的城市社会生态必然要
遭到强制破坏，虽然被驱逐的
只有流浪人员，但其他阶层未
必就安稳无忧。

对外来人口设立各种限
制条件，用一种势利眼的态
度对待外来人口，在一些城市
并不罕见。城市流浪人员作为
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必然首
当其冲。作为城市的管理者，

应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采取
各种措施让流浪者有一个栖
身之所，至少不能用筑水泥锥
的带有暴力倾向的手段，逼迫
流浪者无立锥之地。

虽然，目前尚无一个部
门出面认领这些水泥锥，但
一些城市管理者为所欲为的
心态已经暴露无遗。在这种
心态的支配下，管理者会认
为城市是属于自己的，为了
自己的面子可以任意作为，
而包括流浪人员在内的所有
城市人群都只是被管制的对
象。这就颠倒了发展的逻辑，
最终出现了以水泥锥驱逐流
浪人员的怪现象。这值得所
有城市管理者引以为戒。

封二

□浦江潮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日前正式发函给全国人大代
表丁立国，对丁立国联合三
十多名人大代表提出《要求
制定禁止公务和官方宴请消
费鱼翅规定的建议》表示感
谢和支持，并表示将细化公
务接待管理规定，在三年内
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
鱼翅，保护鲨鱼物种和海洋
生态平衡。(7月3日《新快报》)

公务接待食用鱼翅，不
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而且

与环保理念、文明理念相悖，
此股歪风当刹！然而，不知出
于何种原因，禁止公务接待
食用鱼翅，竟然还需要三年
时间。拟一个规定、发一个文
件而已，能有多大技术含量
和难度呢？无论是保护鲨鱼
物种和海洋生态环境，还是
遏制公款大吃大喝，人们早
已形成共识，出台相关规定
并不需要反复调研、讨论，看
准的事情就要雷厉风行去
做。诚然，有了规定未必能切
实执行，而且检查、监督的难
度不小，但这是另一个层面
的问题，首先得把规定制定
出来，表明态度和决心，让那
些花公款吃鱼翅的人不再堂

而皇之，然后再想办法把规
定落到实处。如果表明态度
都迟迟疑疑，到时候落实起
来会更困难。

在禁止公款吃鱼翅上磨
磨蹭蹭，让人不由得联想到
广州市日前出台机动车限购
令——— 6月30日21时开会宣
布此令，3个小时后，即7月1

日零时起便开始执行，何其
雷厉风行，简直是“半夜鸡
叫”。限购令涉及民众利益，
人们对于限购的意见不一，
限购的利弊得失也没大搞清
楚，政府本该充分调研并广
泛征求民意，但他们选择了
闭门决策、独断专行，在毫无
征兆的情况下搞突然袭击，

让市民和车商猝不及防、怨
声载道。

在应该磨磨蹭蹭的事情
上雷厉风行，在应该雷厉风
行的事情上磨磨蹭蹭，这种
现象在公共决策中并不少
见。而且人们逐渐发现了一
个规律：出台对于政府、官员
不利的政策，往往是磨磨蹭
蹭的，有些政策和规定千呼
万唤出不来，比如公车改革，
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而
出台对官方有利而对民众不
利的政策，往往却是雷厉风
行的，有的时候，即使很多民
众强烈反对，也无法阻止相
关规定“力排众议”顺利出
台，比如水电涨价，比如增加

税费。这一快一慢的鲜明对
比说明了什么，答案恐怕不
言自明。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鲨
鱼物种濒临灭绝，但是，我们
可以拯救它们。”这是姚明代
言的公益宣传短片中的一句
话。这里的“我们”当然包括
官员，官员应该成为履行环
保理念的表率，公务接待、官
方宴请应首先响应“没有买
卖就没有杀害”的理念。禁止
公款吃鱼翅，三年太久，只争
朝夕。

日前，重庆涪陵区政府出
台管理办法，提高加油站准入
条件，并规定“加油加气站的
有效期为30年，经营期满政府
无偿收回”。(7月3日《京华时
报》)

对此，官方辩解称收回的
是特许经营权。但显然，此处
的特许经营，与麦当劳、肯德
基之类的商业特许经营，完全
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指的政府
特许经营。试想，如果加油站
也可以纳入政府特许经营，还
有什么不可以纳入呢？涪陵无
偿收回加油站给我们的一个
重要启示是：必须有一部专门
的法规对政府特许经营的范
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并对政府
特许经营行为进行严格的规
范。 舒圣祥/文

禁止公款吃鱼翅何需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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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锥”的出现让一些城市管理者为所欲为的心态暴露无遗。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管理者会认为城市是属于自己
的，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任意作为，而包括流浪人员在内的所有城市人群都只是被管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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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从2007年开始推广，并规定
从今年7月1日起全国强制实
施。新标准检测指标达106项，
这意味着居民可以在家拧开
水龙头直接喝水。但到目前为
止，全国没有一个城市公开表
示，到户的末梢自来水可以直
接饮用。(据央视《新闻1+1》)

严厉的饮用水新国标开
始实施了，但来自国家发改委
最近的一项《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显示：出厂水水样达标
率为83%，老百姓家庭水龙头
流出来的水达标率是79 . 6%。
这就是说，还有20%多的家庭
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看来，
饮用水新国标只能让老百姓
画饼充饥了。黄齐超/文

自来水直饮

何时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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