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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乡村交通安全不能“无为而治”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23日凌晨，菏泽市成武
县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10名农民乘坐三轮车外出挖
蒜与一辆农用车相撞，致5人
死亡4人受伤。死者长已矣，
生者常戚戚，这起事故的当
事人和他们的家属很久以后
还会追问，这出悲剧究竟能
否避免？(详见本报A05版)

就当时的大雾天气而
言，事故的发生确有偶然性。
但是，如果对比此前两天的
另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却能
发现这出悲剧似乎是上一出
的重演。21日凌晨，菏泽市定

陶县16名农民乘坐三轮车去
邻县刨蒜，在路上因车速过
快翻入沟内，造成3人当场死
亡，1人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另外12人也不同程度受伤。同
样是在凌晨，同样是刨蒜的农
民，同样是搭载了三轮车，同
样是发生了车毁人亡的特大
事故，两起有诸多巧合的事
故，显然不能证明刨蒜很危
险，只能证明当地乡村交通安
全的基础很脆弱。在付出了鲜
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监管部
门必须亡羊补牢，努力避免
悲剧的再次发生。

谈到交通安全的监管，
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城

区道路或国道、省道上，连接
乡镇的县道和乡村道路往往
被忽视了。但是，有些行车经
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乡
村的交通环境通常更复杂。其
中，路况差是最直观的现实，
很多县道或者乡村公路不仅
路面狭窄、坑洼不平，还缺少
应有的信号灯、标志牌、隔离
设施等。随着农村经济的发
展，这些年机动车在农村增长
也很迅速，乡村的交通安全形
势更加严峻。这些年在各地乡
村发生的一些校车事故至今
让人记忆犹新。另外一个容易
被熟视无睹的现实是，一些地
方对乡村交通的管理也陷入

了“无为而治”，无牌车、套牌
车、超载车等违法车辆在城市
里大多要躲躲藏藏，到了乡村
公路就如脱缰野马。

改善乡村交通环境确实
需要改善道路状况，对一些
经济还不够发达的地区来
说，完成这个目标可能需要
一定的时间。当前，最紧迫的
事情是先把管理重心沉下去，
尽快建立行之有效的乡村交
通安全监管网络。谈到乡村交
通安全，一些部门或许要抱怨
人财物的不足，但是无论什
么理由都不该放任悲剧的一
再发生。必须牢牢记得，农民
的命也是命，任何监管部门

都不能以两种标准看待交通
安全。在城市，酒驾、超速、超
载等违规现象越来越少，很
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管处罚力
度足够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一些乡村道路成了“法
外之地”，不出事故倒是侥幸。

搞好乡村交通安全考验
着地方的社会管理水平，需要
相关部门多管齐下，既要重视
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加强社会
服务。在第一起事故发生之
后，如果相关部门能调动各方
力量及时查找疏漏，宣传教育
进家进户，第二起事故未必不
能避免。有没有重视，有没有
行动，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监管部门必须亡羊补牢，努力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洋户口”实现异地高考让谁尴尬

□本报评论员 赵丽

23日，一则“跨洋高考移
民”的新闻引起热议。据《中
国周刊》报道，非京籍高中生
张图学习优秀但却没有在京
参加高考的资格。张图妈妈
已是美国公民，她称美国可
以直接给张图国籍。而张图
父亲查看政策发现，外国侨
民可直接参加中国高考并享
受加10分优惠。

张图是否能如家人所设
想的，获得美国国籍并在北
京高考，现在还未有定论。假
如这些都能成真，那这个男

孩的高考路充满了黑色逆袭
的意味。公众对这个故事的
关注，倒不是因为一个孩子
的逆袭，而是对逆袭前后暴
露出的种种缺陷的不满，是
对权利无法保障、公平无法
保证的担忧和焦灼。

在北上广，高考设限早
已是个异常沉重的话题。外
地家庭争取平等的求学和发
展机会，本地人则维护自身
生存空间，不同的利益诉求
甚至导致群体的割裂。对此，
目前各级政府也未能给出一
个两全的方案。全国政协委
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

坦言，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
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
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张图的故事，则给这种
痛苦的现实又撒了把盐。不
少网友质疑，属于稀有资源
的北京高考权，很多国人争
得头破血流也得不到，为什
么就轻易地给“外人”？确实，
相关的规定值得探讨。当初
出台这一政策，应该是与吸
引国外人才和投资相关，初
衷是好的。但现在的时代背
景与改革开放之初不同，把
教育资源作为优惠条件或者
交换筹码，是否有必要，是否

有正当性，都值得重新审视。
现在公众的怨气不仅是

因为“超国民待遇”，更在从
这件事上，又一次认识到了

“身份”对“权益”的影响。权
利得不到满足本来就让人不
满，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
争取权利的过程中，大家不
在同一起跑线，凭借身份、财
富、权力等，有人可以先天占
有优势。今天有人因为“洋户
口”峰回路转，明天会不会有
更多的人去拼“洋户口”，会
不会有人又来拼别的？

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
今年4月份东莞市提供给“新

东莞人”子女的公办学校入学
学位中，有三成半“特供”给了
优惠政策人才和企业人才子
女，被指“拼爹”。而上海、广东
出台的异地高考方案，也可能
创造另一种不公平：外来家庭
必须用贡献度为子女的教育
权缴纳“保证金”。

公众患寡，更患不均。在
一定的时期内，教育资源无
法满足所有需求，不设置准
入门槛几乎不可能，不过，前
提是公平、公正。如果出身、
财富、地位等因素又来干涉
甚至决定教育资源分配，那
将给公众造成二次伤害。

如果出身、财富、地位等因素又来干涉甚至决定教育资源分配，那将给公众造成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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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蛋白”迷局

应有官方发声

□张贵峰

日前，北京积水潭医院
一名医师在微博上质疑：

“所有口服胶原蛋白保健品
全是骗人的。吃高价胶原蛋
白美容，无效是最好的结
果，如果有效反而危险，因
为里面肯定添加了雌激
素。”对此，一些相关生产厂
家则坚称产品“安全可靠”。
(《新京报》5月23日)

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
究竟孰是孰非？这无疑让胶
原蛋白保健品的事实真相，
显得迷雾重重，更令广大消
费者尤其是那些追求胶原
蛋白“美容”“抗衰老”功效
的女性消费者，倍感迷惑、
无所适从。

要解开这一迷局、真正
消除消费者的迷惑，仅靠专
家与厂家各执一词的争论，
显然作用十分有限，更亟待
有关监管部门的官方权威
解释澄清。依据《食品安全
法》，“国家对声称具有特定
保健功能的食品实行严格
监管。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依法履职，承担责任”。

“绝对是天灾”

已成卸责口头禅

□毕舸

对于地陷致5人死事
故，代表深圳市官方发言的
横岗街道办副主任于致昀
认为“绝对是天灾”。而华南
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
研究所副所长周剑云不容
置疑地说：不是天灾，这是
人为事故。

出现重大人员伤亡的
突发事故，不认真反思其中
存在的管理不当原因，而是
把“绝对是天灾”挂在嘴边，
这几乎成为不少事故发生
后地方官员的“规定动作”。
他们如此着急地表明事故
的偶然性与不可控性，无非
是为了推卸责任。

然而，最可怕的还不是
拿天灾作为卸责口头禅，而
是官场潜规则纵容着这种
看上去弱智却有效的行为。
据报道多地连发马路塌陷
致伤致死事件，但至今无人
被追责，本该接受严惩的责
任人说一句轻飘飘的天灾
就能逃脱，这是多么令人无
语的灰色现实。

野蛮破坏民主

将推动对抗升级

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了
“争议型”社会,任何事情都无
法避免不同利益的争议和对
抗。而越是如此 ,越要充分发
扬民主。民主的真意在于让
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通过
民主博弈降低对抗的激烈程

度。以野蛮的方式破坏民主 ,

无疑就是要推动社会对抗升
级,迫使人们以更加激烈的方
式表达意见,而以这种方式表
达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愿意
看到的。(摘自《法制日报》，
作者烨泉)

热衷“大城市”

并非真发展

现在一些城市在发展观
上常常陷入一种悖论：总想
把城市建设得规模大、实力
强，集中生产力要素，提升
GDP总量，以为这样就能给
老百姓带来福祉。殊不知这
种缺乏科学发展观的“大城
市梦”，非但没有给百姓带来
幸福感，反而造成拥堵、污
染、资源匮乏、公共服务跟不
上、民生幸福感下降的“大城

市病”。这是必须要加以矫
正、摒弃的。(摘自《现代快
报》，作者西风)

所谓“仇官仇富”

不能成为“挡箭牌”

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于
公众的质疑，有关部门必须
正面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以公正的执法形象和充

分的信息公开满足公众的知
情权和监督权。反之，拿仇官
仇富做挡箭牌，其实质是抹
黑监督，拒绝监督，其结果必
将是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之
间的矛盾和对立，从而破坏
和谐稳定的基石。(摘自《羊
城晚报》，作者张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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