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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评说

驾培市场亟需用心管起来

再谈德州那些有趣的地名

□郑德平

□刘金忠

一周漫谈

一家之言

为增进与读者的互
动，广开言路，本报开设观
点版，每周一期。欢迎广
大读者对发生在身边的大
事小事发表自己的见解，
为城市发展建言 ,为社会
进 步 献 策 。来 稿 信 箱 :
dct6921@163 .com，互动
QQ群:190319560。稿件一
经刊发，即付稿酬。

征稿启事

据媒体报道，根据市民12345

热线的统计，有关驾校培训考试
的投诉持续成为热点，10月份就
有四万多件有效诉求，有的学员
过了科目一，就再没人管了。

一个月就有四万多人投诉
同一类问题，反映问题相当集
中，这不能不令有关部门深思。
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新的驾考
新规实施以来，有关驾考的话题
就一直是市民热议的焦点，集中
体现在驾校通过率低、学员积压
等方面，这不但打击了驾培考试
的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
交通管理部门的权威性，如何管
理驾校，如何让驾培市场真正切

合市民的需求，成了当前一个迫
切的问题。

这些年来，随着轿车进入
家庭，驾考培训市场异军突起，

“拿到驾照”成了越来越多的市
民的选择，学车的人数激增，而
另一方面，驾考新规越来越严，
而驾校固有的服务模式没有太
大改变，大批学员排队考试，这
就造成了供需矛盾，学员因此
产生怨言，投诉现象增多，以至
于成为社会热点。同时，我们也
应看到，驾校的日子也不好过，
考试严了，通过率降低，这让驾
校陷入另外一种尴尬境地：收
了学员的钱，未必能通过。驾考

监管和驾考培训，就像“猫和老
鼠”的游戏，面对制度要求和驾
考需求，如何既让驾校满意，又
让学员欢心，成了一种两难选
择，这就是造成驾考投诉增多
的根源。

为此，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
些措施，比如最近推行的驾培质
量排行榜每月公示，这对督促驾
校提高教学质量，肯定能起到正
面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
到，驾校是驾培市场的主体，它
们要生存要发展，就需要招收更
多的学员和更高的通过率。管理
部门严格监管的背后，是否可以
增加更多的服务措施，帮助那些

落后的驾校提高教学质量和通
过率，在培养更多合格的驾驶员
的基础上，增强驾校的生存能
力，这不仅仅是用严苛的条文来
要求，更需要用心去服务，用心
去管理，诚如是，驾校有了更大
的生存空间，驾培市场更广阔，
市民学车也有了良好的服务，各
方面关系理顺了，困扰已久的驾
培矛盾自然得以化解，这才是减
少驾培投诉的根本之道。

当然，说者易行者难，解决
驾培市场的纠葛，绝非一日之
功，但相信终归有一天，老百姓
会看到一个畅快的情景：我学
车，我快乐。

为处理好快客、普客、公
交、出租的功能定位和衔接工
作，即日起，将在全市范围集中
开展为期4个月的专项治理整
顿，高铁东站出租车将备案管
理。

◎整治东站的出租车，该
出狠招了。

11月5日下午，中心城区第
十批保障性住房公开分配选房
仪式在乾城保障性住房小区院
内举行，110户低收入家庭公开
选房，选到了适合的廉租房。

◎这是多么温馨的一幕。
110个家庭的希望和温暖，寄托
在政府这里，加油！

收到一条手机号码与银行
卡绑定的短信，再接收到数条
关于验证码的短信，就被转走
5200元钱，最蹊跷的是，同事银
行卡也接二连三被转走钱。6
日，同一单位的多名同事银行
卡遭遇同样令人恐怖的事情。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查清真相，才能彻底消除人们
的恐慌。

德州城南部的于官屯，民国
年间还写作“俞官屯”，应当是当
地居民图省事而写成了“于官
屯”，属约定俗成之例。此类变迁
与不认字的老百姓无关，属于那
些自以为“有两把刷子”而文化
品位不高的人任意为之。古语
曰：遵史重道。道义往往隐藏在
文义后边。这个改动十分轻率而
又无迹可寻，大煞风景却又无伤
大雅，真是妙手偶得之笔。当年
德州“七大古镇”之一的土桥街，

《民国德州志》尚记有两名：另一

名为“界河铺”，充满形胜之感。
经过各种各样的“战斗洗礼”，这
个名字已无人知晓。同样为七大
古镇的“边临镇”，曾名“边里
镇”。一字之易，变得令人向往起
来，向文静、雅致靠拢了一大步。
现已成为城区的“萧何庄”，原名
为“小何庄”。因从山西洪洞迁来
的十八户村民多数姓何而得名。
后来，萧姓居民越来越多。村里
的有识之士改“小”为“萧”，写成
萧何庄。水到渠成、天然成趣，丝
毫不露人为痕迹。难怪在这个村

的土地上建立了德州最高学府，
原来是大有高人在。

德州城中的建设街，是民国
年间因建设局所在而命名。东方
红路，却是文革的产物。后来，本
来提供了一个改成文雅响亮的
好名字，如“柳湖大街”的大好契
机。无奈计不出此，错失了一个
大大增益、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
良机。其余如四新街、跃进街、三
八路，均属德州的有识之士“必
欲改之而后快”之列。近来，有社
区负责人来请问我，要给合并村

庄后的社区起一新名。对曰：万
万不可。我曾在策划“董子读书
台”和“三策固本坊”的时候，向
相关领导建言：社区化后，小申
庄还是小申庄、宋官屯还是宋官
屯，要记取教训，注重村名的历
史传承和记录地理方位的作用。
幸被接纳，始成今日之局。

值此新的地名大量涌现之
际，让我们重温那些前人命名的
美好地名，以利用好地名这个“永
恒的广告语”，把家乡装扮得更加
美好！这该是多么合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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