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济南市正处于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的攻坚期。为了
打赢这场关系济南荣誉和形象
的战役，济南市大面积拆违拆
临、建绿透绿，全力改善市容市
貌。这些工作为创城夯实了“硬
件”基础，与此相应，市民素质
也应该同步提升，避免“短板效
应”。

济南是历史文化名城，自
古以来民风淳朴。济南人的厚
道和热情，给很多外地人留下
了深刻印象。但是，与“打造四
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目标
相对照，济南市民在公共生活
领域还有很多不文明的现象，
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随着城市人口和经济的增

长，济南城区面积不断扩展，越
来越多的人融入了济南的城市
生活。但是，改变生活习惯远比
改变生活环境更艰难。很多市
民在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同
时，依然褪不去“农耕文明”的
底色。他们有的喜欢在家门口

“赶大集”，有的喜欢在小区绿
地里养鸡种菜，有的喜欢在马
路边赤膊饮酒，有的喜欢到泉
池里“扎猛子”。有人认为这些
生活方式是城市里的“烟火
气”，充满了人情味，但是以现
代城市文明的标准观照，这些
在公共领域不拘小节的生活习
惯又何尝不是一种“乌烟瘴
气”。

无论是“老济南”，还是新

市民，都应该明白现代城市生
活的美好往往存在于公共领
域，只有保持公共领域的规则
和秩序不被破坏，城市才会让
生活更美好，否则就会变得一
团糟。一个小区的混乱，往往从
一个私自搭建的储藏间开始；
一条马路的混乱，往往从一个
乱“伸舌头”的门店开始。济南
这些年在市容市貌上之所以攒
了这么多历史欠账，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有为数不少的市民无
视公共规则和公共道德，过得
太随心所欲了。

济南市常住人口已经突破
700万，将来要打造成全国的区
域性经济、金融、物流中心和科
技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在乱糟

糟的城市环境中是无法实现
的。现在，济南全力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不仅是为现在的济南
争一个最有含金量的荣誉，更是
为未来的济南奠定一个坚实的
基础。当前，济南市的拆违拆临
已经势如破竹，打通一批“断头
路”的工作正在展开，城市文明
的“硬件”迅速升级。与之相比，
曾经长期被忽视的市民生活陋
习已经成为扎眼的“短板”。

创建文明城市，关键在
市民。如果济南市民都能从
自身做起，先做文明市民，再
创文明社区，像蚂蚁噬骨一
样 啃 掉 城 市 里 的 种 种 不 文
明，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一
定会水到渠成。

“创城”攻坚，提防“不拘小节”

城市道路为谁而修？

□石念军

越修越宽的城市道路，
也不能承受日益加剧的堵车
之痛。宽敞的道路和快速到
来的汽车社会，见证了城市
发展的日新月异。而事实似
乎正在说明，我们每天所必
经的城市道路，与其说是为
人所修，倒不如说是为车而
建。

“这斑马线为什么斜着
画？”昨日上班路上，巧遇济
南公安交警支队政委曹凤阳
一行，在经十路沿线调研道
路标线等交通设施。指着经
十路与千佛山路口西侧的斑
马线，他与随行者说，直线距
离最短，路人通行效率最高，
斑马线就应该沿直线画。言

下之意，这条倾斜的斑马线，
在画定时并没有照顾到行人
的感受，没有做到以人为本。

一条斑马线或许不足以
说明很多问题。毋庸讳言的
事实是，在过去的很长一段
时间里，一些城市道路标线
的设计和制定，并不是从行
人的需求出发，而是从车辆
的通行效率出发——— 提高车
辆通行效率、减少路口车辆
积压。说白了，就是最大限度
地疏通车辆、减轻车辆治堵。
这是普遍而紧迫的现实问
题，正如我们每日所见的，导
致道路拥堵的是车。

前段时间的一个座谈会
上，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交
警支队支队长王宗岩也曾说
起这个话题，他打开一张拍
摄于济南繁华十字路口的图
片直言不讳地说：路口的标
线画得非常漂亮，从疏导车

辆的角度说，非常科学也很
有效率。但问题是，偌大一个
路口，各种标线都是以机动
车为中心来设计的，行人怎
么走？显然，机动车跑得越
快，行人的通行保障就越低。
这也是交通指挥“为车服务”
的另一个注脚。

堵在路上的看上去是
车，其实是人。造成城市交通
拥堵的原因，根本在于人的
出行选择，而不是机动车数
量的多寡。当然，左右个体出
行选择的因素有很多，但诚
如王宗岩在那次座谈会上所
说的，越修越宽的马路，以及
各种旨在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的交通设施和标线，对机动
车的使用无异于变相鼓励。

市民的出行选择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自私的，城市基
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应该
满足多元选择，更应该引导

市民去选择绿色出行。前文
所说的标线话题，对机动车
的“呵护”和对行人的忽视，
实际就是错位的引导。从根
本上讲，这是一种理念的错
误：路堵了，加快修路；车堵
了，提高车速。事实已经证
明，如此治标之举，或可一时
缓解拥堵，但终非治本良策。

让人欣慰的是，在济南
越来越多的市区道路已经被
纳入禁停范围，曾经想停就
停、想走就走的无序泊车行
为大幅减少，道路正在回归
通行的本位；共享单车的风
靡街头，正让越来越多的人
重新找到单车出行的美好体
验。很多时候，理念的改变就
是要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较
真儿。比如那条斑马线，不仅
要画，而且不能斜了。

（作者为本报融媒体新
闻中心记者）

□王昱

近日，一则“女童被飞踹”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显
示，在大连一家饭店内，一名4
岁女童因为吵闹，招来了邻座
一位女大学生的飞踹，施暴女
生边踹边说：“让你叫，我踹死
你！”女童的家长见状立刻发
飙，双方随即上演了全武行。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在
公开场合对儿童大打出手，这事
儿本身就挺骇人听闻的了，更耐
人寻味的是，在此事公之于众
后，网络上对此事的评论几乎一
边倒地声援打小孩的女生。很多
人对这位女生“出手教训熊孩
子”的行为大呼痛快，说这样的

“熊孩子”没管好就应该有人替
父母“教育”，打人女孩做得对。

施暴的那位女生真的是在
“替天行道”？真的能起到“替家
长教育熊孩子”的作用吗？非也！
人是一种被教化出来的动物。一
个初生的婴儿，大脑中并不存在
为他人考虑的同情心和公德意
识，这种意识只能通过成年人对
孩子后天的约束和规范来习得。
如果家长出于溺爱或者自身的
性格缺陷放松了教育，孩子很可
能长到老大不小却依然不懂得
顾忌他人感受与事情的后果，而
只顾自己情绪发泄。这就是“熊
孩子”的发病机理。

而在本次事件中，我们发
现，那位施暴女生其实自己就
是个“熊孩子”。按理说，一个心
智健全的成年人，在遇到类似
的情况时，本应选择先礼后兵，
好歹先跟吵闹孩子的家长沟通
一下，不行再想其他的办法。而
这位施暴者，却本着“能动手尽
量别吵吵”的原则，飞起就是一
脚。是什么让她行为如此反常
呢？据她自己辩解，这仅仅是因
为“心里很烦”。只因为自己心
里很烦，就不顾及周围人的感
受，不考虑这一脚踹下去的严
重后果，贸然发泄自己的情绪。
做出这样行为的人，不是“熊孩
子”又是什么呢？

所以，别再唱什么“替家长
教育熊孩子”的高调了。如果

“熊家长”教育不好“熊孩子”，
那么指望一个“熊孩子”用拳脚
教育好另一个“熊孩子”，则更
是天方夜谭。

别指望“熊孩子”
能教育“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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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区的混乱，往往从
一个私自搭建的储藏间开始；
一条马路的混乱，往往从一个
乱“伸舌头”的门店开始。济南
这些年在市容市貌上之所以
攒了这么多历史欠账，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有为数不少的市
民无视公共规则和公共道德，
过得太随心所欲了。

快递业须尽快补上包装污染短板

葛记者来信

葛试说新语

葛公民论坛

□夏熊飞

近日，由国家邮政局联合
共青团中央共同发起的“绿色
快递进高校”活动在全国六所
高校同时启动，活动倡导对非
环保和有毒有害的快递包材
说“不”，优先使用无毒无害、
可降解、可循环的网购商品和
快递包装；坚持理性消费、提
倡减量生活，自觉选择适度包
装，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

网购的出现彻底改变了
人们消费购物的方式，也带来
了快递行业的高速发展。据国
家邮政局发布的《2016年邮政
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快
递服务企业2016年业务量完
成312 . 8亿件，快递业务收入
达到3974 . 4亿元，与海南省
2016年的GDP相当，高于宁
夏、青海和西藏三省的GDP。

快递行业可谓“钱景”一
片光明，但高速增长的背后，
伴随着的也是高污染、高能
耗。以黑龙江省龙江县为例，
当地县城每天产生的垃圾中

快递包装占三分之一左右。快
递包装过程中所使用的胶带，
主要材质仍是聚氯乙烯，需要
经过近百年才能降解，而2015
年，仅全国快递业所使用的胶
带总长度就达到了169 . 85亿
米，可以绕地球赤道425圈。从
回收来看，眼下由快递包裹产
生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百万
吨级，但回收率不足10%。

快递行业属于新兴产业，
也与互联网经济息息相关，新
兴产业与互联网经济本应是
高科技与绿色的代名词，为它
们作支撑与护航的快递行业
却被以包装污染为主的环保
问题所困扰，这不仅与当前所
倡导的绿色发展理念背道而
驰，也将影响人居环境质量与
用户体验，而且也必将成为制
约快递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最
大短板。

国家邮政局联合共青团
中央共同发起的“绿色快递进
高校”活动，旨在大学生群体
中宣传推广绿色快递的理念，
可谓颇具针对性。大学生是网
购的重要参与群体之一，让其
在大学期间就树立绿色快递
理念，不仅能让他们在校期间

对非环保和有毒有害的快递
包装材料说“不”，养成的良好
习惯在毕业进入社会后也能
延续与传递，进而让绿色快递
的理念散布得更加广泛。因
而，宣传推广绿色快递，从大
学生抓起，是颇为必要的。

只是，补上快递行业包
装污染的短板，仅有绿色理
念的宣传与推广还远远不
够。其实，普通民众的环保理
念与意识已经有了显著提
高，有使用绿色快递的意愿，
但在实践过程中选择空间却
极其有限，几乎所有快递公
司使用的都是不可降解的胶
带，拆封的快递包装想回收
却不知该如何处理。可以说，
在当下的快递行业，存在着

“绿色环保硬件供给不足与
民众的环保理念意识需求日
益增长”的矛盾。

快递企业普遍使用不可
降解胶带，是因为其成本低，
且没有明确条文禁止使用此
类材质胶带。一捆全长约265
米、宽6厘米的普通胶带，在网
上的批发价格约为10元，但同
样规格和长度的牛皮纸胶带
价格近40元。在巨大的差价面

前，具有天然逐利性的企业，
显然会选择经济效益，而将绿
色环保置于一旁。为此，不妨
效仿德国先后出台《包装废弃
物管理办法》和《包装回收再
生利用法》的做法，将绿色包
装的政策要求与相关标准上
升为国家法律，强制推行。与
此同时，也应该加大对绿色包
装的研发投入力度，降低快递
企业在使用各类绿色环保包
装时的成本，否则即使各类规
定再严格，也可能被“下有对
策”与软抵制所消解。

补短板的另外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要解决包装垃圾回
收率极低的问题。邮政局、工
商、环保等部门理应牵头，整
合快递行业的资源，做好顶层
设计，出台快递包装垃圾回收
的完备机制，让快递企业承担
起相应的环保责任。其实，快
递包装回收也是个极大的市
场，快递行业发展越迅猛，回
收市场的潜力也就越大。在

“双创”如火如荼推进的当下，
也希望更多有心人与企业能
瞄准这一蓝海，在创造财富的
同时，也为快递行业绿色发展
添砖加瓦。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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