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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车治理要“突袭”，也要“钉钉子”

昨日凌晨，省公安厅统一部
署，调集淄博、德州、聊城三地警
力异地执法，兵分三路在省城济
南展开对渣土车违规违法行为
的集中整治，短短两个小时就查
扣问题渣土车 108 辆。

对渣土车治理而言，这样的
异地用警并不多见。近二百名交
警和特警，配备警用装甲车和防
暴枪，由周边地区悄然入济，对
违规违法渣土车进行强有力的

“突然袭击”。罕见部署的背后，
是渣土车治理工作的难度与力
度，是渣土车治理策略的调整与

探索。我们相信，在这次“雷霆行
动”的震慑之下，济南市渣土车
违规违法行为会明显有所收敛。

但是，设想渣土车问题由此
得以根治显然不太现实。翻翻这
些年来的相关新闻就会发现，渣
土车违规违法行为由来已久，早
已成为城市治理方面久治不愈
的一大顽疾。这次集中整治的主
要问题，比如超限超载、闯红灯、
超速、非法改装、无牌无证、故意
遮挡或污损号牌、使用其他车辆
号牌、车辆脱审、报废车上路、违
反禁令标志等，无一不是延续多
年的老问题。

这些问题之所以久久挥之
不去，具体原因或许有很多，但
总体而言，无非是因为渣土车违

规违法行为在收益与成本上的
“不对称”。如果相关方不会为渣
土车违规违法行为付出足够大
的代价，在巨大利益诱惑之下，
渣土车违规违法行为在很大程
度上就会成为一种必然。在这方
面，异地用警集中整治固然收效
显著，但考虑到这种治理模式的
执法成本与时效性，要根治渣土
车顽疾，最终还得靠各地扎实到
位的常态化工作。

其实，在省公安厅等部门
2014 年颁发的《山东省关于城市
建筑渣土管理“十个必须”》中，
已从现代化治理的高度，对渣土
运输的市场准入、车辆密闭化改
造、工地现场管理、运输全程监
控、强化联合执法等一系列问题

做出强制性规定，并在此基础上
对全省的渣土车管理工作做出
了相应安排。以渣土运输全程监
控一项为例，包括济南在内所有
设区市都已按要求于 2015 年 6
月之前安装卫星定位装置。据介
绍，完成安装之后，渣土车一旦
发生违规违法行为，信号接收器
会自动发出报警，并将所有数据
传到监控平台。通过这一监控平
台，执法人员能对渣土车进行全
方位、全天候跟踪、监控和管理，
随时掌握其运输时间、线路及倾
倒状态。即使在深夜，对渣土车
的违规运输行为也能做到了如
指掌。试想一下，如果各地能将
这样的措施像钉钉子一样得以
落实，渣土车治理起来显然要容

易得多。
作为城市治理体系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渣土车治理领域
像这样需要一锤一锤钉好钉牢
的“钉子”还有不少。比如，有效
整合公安、城建、城管、交通、环
卫等多个相关部门的力量，切实
克服渣土车治理方面客观存在
的“九龙治水”问题；根据城市建
设与渣土市场的具体状况，及时
调整渣土运输的价格，用经济手
段抑制渣土车的违规违法行为，
激励相关个人与企业合法合规
运营。

这种钉钉子的活儿做起来
或许会慢一些，其中却蕴含着渣
土车治理乃至整个城市治理的
终极答案。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每年“ 3·15 ”前后都是消
费者维权的高峰期，各种投诉
举报见诸媒体。其中很多都是
个案维权，也就是消费者基于
个人特殊的遭遇，对企业提出
索赔，类似家具甲醛含量超标、
网购外卖不卫生等问题，在此
期间都很容易得到解决。与此
同时，一些涉“公”单位大面积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却被忽
视，这需要监管部门主动作为，

避免“民不告，官不究”。
如果只是面对一家 4S 店或

者一家超市，消费者在维护个人
权益时往往会表现出死磕的架
势，也有战而胜之的信心，如果
面对的是水电气热等垄断行业
的公用事业单位或者银行、电信
等行业的国企巨头，消费者通常
只能认栽。这不能怪消费者“看
人下菜碟”，毕竟双方实力悬殊，
消费者要么是投诉无门，要么是
打官司又耗不起。

一些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
业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往往都
仗着自己背后有公权力撑腰，

强制交易，滥收费用。比如公交
企业收取的押金，几毛钱的办
卡成本，几十块钱押金费用，收
费容易退费难；比如供热企业
收取供暖费用之后，供暖不达
标，服务不及时，让消费者叫苦
连天；比如电信行业里的套餐

“陷阱”，让消费者防不胜防；比
如一些银行对明令取消的收费
项目进行“软落实”，不主动告
知客户能够享受的权利。类似
的侵权行为，在各地几乎每天
都在进行着，以至于很多人都
已“见怪不怪”了，也逐渐失去
了权益被损害的痛感。

维权行动如果只打“苍蝇”
不打“老虎”，纵使热热闹闹，其
意义依然会大打折扣。但是，仅
靠消费者的个案维权又很难担
起打“老虎”的重任。很多涉

“公”的乱收费都是有“红头文
件”掩护的，很多垄断行业的霸
气都是僵化的体制培养的。消
费者即便有维权的决心，真正
打下去就会感到有劲无处使，
单枪匹马和庞大的“风车”作
战，谈何容易。

要打消消费者的畏难情绪，
政府职能部门必须积极作为，尤
其是监管部门要做好市场秩序

的“裁判员”，不能对涉“公”单位
“护犊子”，要把更多的公共产品
和公共服务交给市场来解决，让
市场淘汰那些长期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企业。日前，国家工商总
局局长张茂表示，公用事业行业
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要让公用企
业能够更好地意识到自己的社
会责任，同时应该积极引进社会
资本，形成有效竞争。这才是为
消费者维权的根本之策，但是只
有工商部门的表态和行动还远
远不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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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系列谈③

对涉“公”的侵权也不能漠然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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