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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在海关和幸福小区市
场的路口没有红绿灯 (即9路车
和10路车幸福小区站 )，到下午
六点左右车流量和人流量就比
较大，虽然时常有交警在高峰
时段指挥交通，但还是很容易
造成拥堵。上周发现这个路口
安装了红绿灯，交通拥堵的状
况好了很多，毕竟有秩序了，不
过笔者发现一些骑车的市民有
时候不太遵守信号灯，还是像以
前一样见空就钻，这样真的很不
好，以前觉着是汽车太多没秩序
造成拥堵，现在有了秩序就应该
遵守。 (丢失的信念)

记得不久前在网上有
个视频特别火，视频的内
容是公交车的座位特别
脏。其实平常看，公交车的
车身和窗户也不太干净，
特别是后车窗的灰尘和泥
很多。这两天却突然间发
现，10路还有BRT快速公
交许多公交车的“脸”都洗
干净了，临近春节了，坐公
交车出行的人肯定会特别
多，公交车干净了，市容市
貌也好看，大家的心情也
会跟着好起来。

(歪脖子的马里奥)

前一阵和朋友一起
去正天影城看电影，晚
上那场人比较多，散场
的时候电梯等了三四波
才坐上，知道有楼梯但
是楼梯不明显没找着。
其实这应该算是个隐
患，万一有紧急情况发
生比如火灾之类的，观
众找不着楼梯又不能坐
电梯，建议影城有关方
面标出楼梯出口所在
处，这样也能分担一部
分电梯的人流量压力。

(小二黑很仗义)

让城市道路语言明晰
葛 石平

媒体报道说，日前,家住台儿庄
的王勇开车来市中区送朋友 ,当他
行至文化路与振兴路路口时 ,混乱
的路面标线让他犯了难。虽然经过
一番判断,但他依然走错了车道,这
让他非常郁闷。(《齐鲁晚报》1月16

日报道)

要说这种现象是所有驾驶员
都曾碰到过的，有些道路通行一段
时间后，由于车流量较大，磨损严
重，原有的道路地面标线已变灰看
不清了；有些是道路因为扩建，或
变更车道，如加增公用车道等，重
新画了地面标志线，但原有标志线
依然存在，新标志线就直接在上面

叠加，不仅让本地司机困惑，更让
外来驾驶员摸不着头脑，特别是在
各个路口容易出现占道错误。造成
标线压标线，不知道哪个对；有些
是老线没清净，新线直接划，一些
外地或者枣庄市其他区市的车辆 ,

他们不熟悉这里的路况 ,车辆走错
车道要受处罚,实在是太冤枉。

另有一些情况更有趣，比如进
入红绿灯处一般都有箭头标志线，
根据交通标志线的规范要求，二车
道是连续2道，三车道是连续3道。
而在实际行驶中，多见第一个箭头
标志线为直行箭头，第二个可能会
出现左转弯加直行箭头，但是到了

停止线却变成了左转弯箭头标志
线，那么这个时候，你选择继续直
行，就会判你不按车道行驶；如果
不直行，选择左转弯又无调头箭头
指示标志线，那么也会判你不按照
车道行驶。

推而广之，道路牌指示模糊不
清或缺失的现象就更五花八门了，
至于现在按门牌号找人，要想顺利
按图索骥，那也是很难的。

其实想起来也难怪，如今城市
化进程的速度如此之快，用日新月
异形容恰如其分；同时车辆井喷式
地增加，使汽车时代的到来让相关
配套的设施感到难以适应。这就给

相关部门尽快跟进服务提出了课
题。因为城市道路指路标志是道路
的“语言”，是城市的“名片”，是沟
通人、车、路的纽带。它可以为驾驶
员提供明确、及时、直观和清晰的
交通信息；实现交通组织意图，与
警告、禁令、指示等标志共同组成
法规式的交通语言，在城市交通运
作中起到指挥、协调和组织的作
用，有效提高道路通行能力，调整
运行秩序。同时对于一座城市而
言，道路标识可谓是城市语言。

道路标志线，也可以说是行人
机动车出行的警戒线、安全线，更
是违章与否的界线，它是否准确、

清晰，对于人们能否安全出行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交通和流通
载体之一的道路标识和交通信号
与不断扩容的城市的地位作用相
称，从而应尽快改进完善。有关部
门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群众对
道路标识和交通信号的意见建议，
找出薄弱环节，探寻问题原因，研
究改进办法。比如给这些模糊的交
通标志线翻新“补妆”，及时“刷新”
道路标志线，与此同时，交通管理
者也应该向管理先进的地区或国
家学习，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应是必
修课。这样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安
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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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搭车收费，必须严厉打击
葛 孙世华

近日看到一则新闻
《 想 拿 钥 匙 必 须 买 储 藏
室》(《齐鲁晚报》1月21日
报道 )。其实，类似“新闻”
现 在 早 已 司 空 见 惯 。就
拿 年 货 来 说 ，挺 好 的 大
虾，偏要冻上一层厚冰；
螃蟹是绳子一大堆，蟹肉
没多少；而鸡、鸭、鱼，更
是水比肉“肥”；好不容易
买 到 一 盒 特 效 药 ，包 装
竟然占去多半 . . . . . .

过 去 ，想 人 民 之 所
想，急人民之所急，曾经
是革命的优良传统被广
泛发扬。现而今，某些垄

断行业、商服机构，却千
方百计给老百姓当家作
主 ，主 动 请 缨“ 代 理 ”大
家 的 衣 食 住 行 ，吃 喝 拉
撒 睡 ，甚 至 于 只 有 我 们
做 不 到 ，没 有 他 们 想 不
到。例如前些日子，笔者
一 位 亲 属 回 迁 ，当 他 想
要办理电信公司上网手
续 时 ，却 发 现 小 区 已 被
联 通 公 司“ 独 家 经 营 ”。
换 一 句 话 说 ，就 是 除 了
必须选择办理联通公司
的 上 网 业 务 之 外 ，住 户
没有自由选择其他业务
的权利。而即使这样，人

家 还 要 求 他 务 必 购 买
“ 套 餐 ”，在 办 理 上 网 手
续 同 时 ，要 么 额 外 安 装
一 部 固 定 电 话 ，要 么 花
钱更多，反正，你不在指
定 范 围 内 给 他 们“ 上
贡”，他们就不给你办理
上网手续。没办法，亲属
只好忍气吞声，不然，电
脑就永远“死机”。

同 理 ，回 迁 户 办 理
入户手续 ,房地产商凭什
么 越 俎 代 庖 ，不 经 住 户
同 意 ，就 替 人 家 盖 好 了
储 藏 室 ？并 且 还 要 收 取
高 额 费 用 ？这 不 是 搭 车

收费巧取豪夺么？！更何
况 ，君 子 爱 财 ，取 之 有
道。如果事先住户同意，
而且设计中早已存在，大
家也不会就此说三道四。
退 一 步 说 ，就 算 先 斩 后
奏，假如价格合理，大家
同样不会牢骚满腹。而卖
家完全以“不容置疑”和

“别无选择”为手段，借以
达到盆满钵满的目的，这
就 难 免 令 人 产 生 怀 疑 ，
继 而 将 其 揭 露 开 来 ，最
后搞成一团糟。

搭车收费是无良商
贩 惯 用 的 、赚 取 不 义 之

财的伎俩，对此，无论是
国 企 还 是 个 体 户 ，监 管
部 门 都 应 予 以 严 厉 打
击，绝不能姑息迁就，否
则，这种被动局面就会泛
滥成灾，愈演愈烈。这不
是无所谓的小问题，而是
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依法
治 国 的 大 政 方 针 ，任 何
时 候 都 不 能 掉 以 轻 心 。
如 若 放 任 自 流 ，不 但 市
场会被他们彻底搞乱，民
心 也 会 被 他 们 搞 乱 。故
此，为民做主，打击各行
各业的搭车收费，越早提
上议事日程越好。

“回谁家过年”

不应与孝心捆绑
葛 岳明珠

应该说，目前的独生子女夫
妻远离家乡亲人和双方父母、“小
俩口”漂在城市里打拼的现象是
越来越普遍。由于平时工作与生
活的压力都很大，很难有时间回
去探望各自的父母，而一年一度
的春节假期恰恰成了回家与父母
亲人团聚的最好时机。但面对到
底是“回谁家过年”的困扰，却成
为了摆在独生子女夫妻面前一道
绕不过去的槛。虽说在传统观念
里，儿媳回婆家过年天经地义，可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转
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现代版儿
媳”们，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过年
时独守空房，深切体会寂寞与凄
凉的滋味，正在试图打破这一千
百年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
思想禁锢，争取让“女婿”也回“岳
父岳母”家过年一回。可是这种想
法在一切以“夫家至上”观念为重
的丈夫那里自然很难通过，于是
双方的矛盾也就由此产生了，并
且还谁都说服不了谁：“是啊，现
在男女都平等了，并且全都一样
挣钱养家，凭什么只能上你家过
年而不去我家？”

实际上，在具体到“回谁家过
年”这个话题上来说，人们往往只
注意到表面上男女平等权利之争，
却往往忽视了隐藏其中的对于“孝
心”和“孝顺”的捆绑，这才是产生
分歧和争议的关键所在。在国人所
固守和遵从的传统“孝道”里，大年
三十除夕夜，儿子是必须要领着儿
媳、孩子一起到家中来“守岁”的，
而这在男方家庭里，又被视为对父
母“尽孝”的一种最重要表达形式。
而迫于旧观念束缚和舆论压力的
影响，女方家父母又不能有此“奢
望”。这种情形若是在过去的多子
女时代里当然能说得通，甚至还具
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要是放到如今
独生子女当道的大背景下来看，就
会显得是那样地与现实“格格不
入”。

所以，在如何看待子女表达
“孝心”这个问题上，重要的还是
在于双方父母观念的转变。父母
要多理解子女们所面临的难处和
尴尬处境，倘若最后大家能达成
这样的共识：那就是无论“小俩
口”选择回谁家过年，从根本上来
说，都是对于双方长辈的一种共
同“尽孝”，都是一种“爱的回归”，
从而将埋在心中让子女“回自家
过年”的想法与“私利性”彻底脱
钩，同时借此还可以给“孝心”松
绑，如此一来，春节时“回谁家过
年”的难题自也不称其为难题了。

别让留守儿童的寒假太孤单

编辑：
你好！
连日来，《齐鲁晚报》报道的

“寒冬腊月温暖行”、“百家团圆”等
关于留守儿童的系列活动，看后让
人很感动。随着一年一度的寒假来
临，城市学校的孩子们能够到少年
宫、动物园、游乐场去玩个痛快，很

多学校还为每个孩子准备了一份
丰厚的假期礼物。然而，笔者却想
到了农村留守儿童的寒假。

每年城市和厂矿儿童的寒假
热热闹闹，许多农村儿童的寒假
却冷冷清清。而偏远山区和贫困
地区的留守儿童就更为突出。一
些孩子小小年纪便为父母分担农

事，割草喂猪、砍柴做饭、照顾老
人。有的甚至连念书交学费都有
困难，他们是被寒假遗忘的孩子。

和父母一起过年对留守儿童
来说可能是“奢望”，而身处山区
的留守儿童寒假里能去的地方
很少，周边没有适合儿童的活动
场所，他们的寒假只有一种孤独

的色彩。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多建
立些乡村学校少年宫、爱心社、
留守儿童快乐成长站等关爱小
组，共同编织起“爱心网”，为留
守儿童营造“温馨家园”，让农村
儿童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温暖，让
他们以后每年也能过上个愉快而
幸福的寒假！ (杨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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