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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滨州市区公共自
行车系统正式停运，位于三十
个停车点的五百余辆公共自
行车就此退出市场。

这是一次值得点赞的“退
场”。当初，出于满足市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需要的初心，滨
州市区公共自行车系统欢然

“入场”。在五年多的运营中，
公共自行车也的确为不少出
行市民提供了便利。不过，时
至今日，滨州市区公共自行车

“退场”的理由已经足够充分。
偌大一个滨州城区，公共

自行车投放量只有五百余辆，
基于桩位借还车模式的停车
点只有三十处。这样的公共自
行车系统其实更像是一种奢
侈品——— 只能满足极少数市
民的出行或体验之需，车辆的高
度稀缺、借还车的极度不便，让
大多数市民对公共自行车“敬而
远之”。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滨
州市区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五
年多，“售”出的借车卡仅有两千
余张，平均下来，每年的办卡市
民也就四百来人，其中还不乏

“充值四十块，五年没用完”的
“老用户”。

为了建立和维护这一公
共自行车系统，滨州市究竟投
入了多少公共资源，我们不得

而知。不过，公共投入与公共品
产出之间的巨大差距可想而知。
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共自行车项
目初衷虽好，容易讨得“口彩”，
但细究起来，这样的项目也许从
一开始就值得商榷。“入场”之前
缺少对投入产出的充分考量，公
共决策似乎欠缺应有的科学性
与前瞻性；“入场”之初没能对系
统缺陷进行精细“修补”，以至于
在漫不经心的“骑行”中陷入尴
尬之境——— 本属“善政”的公共
自行车项目沦为公共交通的一
种“摆设”与公共支出的一大“累
赘”。

而随着共享单车的“遍地
开花”，这份尴尬就升级一种
对公共自行车“退场”的催逼。

共享单车已于去年正式进驻
滨州市区，这种基于大数据技
术的“替代品”，不仅可以在投放
量上对市区实施全覆盖，而且，
借车停车全无传统公共自行车
桩位模式的限制，一经投放，便
以更贴切的出行便利赢得了广
大滨州市民的喜爱。这样一来，
滨州市区公共自行车系统已成

“多余”，停运已是理所当然。
有鉴于此，滨州市相关部

门及时出手，主动停运公共自
行车系统，堪称因时而变、顺
势而为的明智之举。原本稀缺
的公共资源理当更多地投向
市场失灵的领域，如果市场的
发育已让相关公共投入成为

“多余”，主动“退场”的时候也

就该到了。
虽说这种“退场”会生成

一笔不小的“沉没成本”，但
是，如果出于各种虚浮的考量
而选择“墨守成规”，则意味着
更 多 公 共 资 源 的 空 转 与 浪
费——— 这种应为不为其实也
是一种懒政的表现。

滨州市的做法具有明显
的样本价值。这些年来，许多
城市都建立了公共自行车系
统，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了一
定的便利。但总的来看，不少
城市也存在像滨州一样的问
题，也亟待作出像滨州一样的
抉择——— 无须再有太多的顾
虑或拖沓，此时此刻，“退场”
也许已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滨州公共自行车“退场”具有样本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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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儿被溺亡凸显社会救助缺位

□史洪举

6月26日，南京警方发布一
则查找9岁女童尸源启事。警方
公布的信息，包括女童的衣服、
鞋子、书包和一件饰品，其中，
女童的书包内，有两个砖头，重
达8斤。7月25日，南京警方通
报，女童家人找到了，他们同时
也是把女童丢进河里的嫌疑
人。女童的父亲和爷爷，交代了
自己亲手把该脑瘫女童推向河
中的犯罪事实。

毋庸置疑，无论该脑瘫女
童的智力有多么不正常，其给
家人带来多大的不便，作为鲜
活的生命，其都应该被善待，人
们相信，等待谋杀至亲的女童
的父亲和祖父的，将是法律的
惩处。而该事件也凸显出，当
前，在保障残障人士尤其是智
力残障人士权益方面，相关部
门和社会组织的投入还不够。

据报道，有媒体采访到女
童的姑父，证实女童患有脑瘫。
家人曾带着该女童到很多地方
看病，花费十多万元，但没能治
好。此前女童一直和其祖母一
起生活，但上个月，其祖母因患

癌症在医院做手术，女童被其
祖父借故带到南京。

可以说，10万元钱对于一些
家庭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没
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普通家庭而
言，就显得异常沉重。而且，像脑
瘫这种疾病，往往难以彻底治
愈，此后的花销就像无底洞那样
吞噬着整个家庭的未来。

这也是很多网友在谴责凶
手冷血的同时，感叹命运的残
忍。毋庸置疑，溺死毫无还手之
力的至亲，不仅愚昧，而且残酷，
是一种恶性犯罪。正如有网友所
评论的那样，即便其家庭实在无
力承担照顾、医治该女童的责

任，退而求其次的话，也可以等
待社会好心人与公益机构的救
助，而非冷血地将其推向河中。

该女童父亲和祖父在作出
“杀人”决定和行为时的心理状
态和思想状况，外人无从知晓。
梳理一些报道可知，监护人遗弃
脑瘫儿童的报道不在少数，这既
是家庭的悲剧，也凸显出我们的
社会保障还有一定的欠缺。

假使相关社会保障机构和
公益组织及时介入，在医疗、日
常起居、入学等方面为脑瘫女
童提供相应的救助。进而确保
脑瘫女童能够享受到基本的保
障，减轻其家庭负担，这样一起

令人唏嘘、忧思、悲伤的人伦悲
剧也许不会发生。

可以说，善待残障人士是其
监护人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在文
明的现代社会中，相关部门和社
会也有为其提供帮助的道义责
任和社会责任。但愿这起悲剧能
够引起反思，相关部门和社会组
织理当完善运行机制，提高保障
覆盖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
更及时、更有效的保障和帮助。
进而让弱势者看到希望，避免
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也避免
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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