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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济南市发改委获
悉，济南市将于2018年11月下
旬组织召开济南市轨道交通
票价听证会。为广泛听取社
会各界意见，提高价格决策
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度，
济南市发改委通过多种方式
公开征集消费者参加人、旁
听人员和新闻媒体参加这次
听证会。公共事务从来都不
是 什 么 空 洞 排 场 的 宏 大 叙
事，它实际上是你的我的他

的众多利益诉求的综合体，
每个公民都要做公共事务的
积极参与者。

听证会制度是价格决策
民主化和科学化、消费者直接
参与定价的重要形式。其中，
消费者的作用非同小可。现实
中，消费者对待听证会的态
度，有时却显得并不积极。比
如，某地举行的地铁票价听证
会，就曾被指造假，一位市民
在一年内连续三次被抽中参
加听证会。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参加人均为公开抽取，不
代表具体阶层，但确实有报名
人数过少的情况。事关千万消

费者切身利益的听证会，报名
者却寥寥，市民们对待听证会
的参与程度可见一斑。

其实，市民们并不是缺乏
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只不过
这种热情往往只表现在网上
对公共事务评头论足、慷慨陈
词，表达各种不满、提出各种
意见。而在现实中，这些人对
于参与公共事务却并不热衷，
甚至懒得发声。水价、燃气价、
地铁票价上涨常在网上引起
骂声一片，可现实中报名参加
听证会的人少之又少，两者之
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一面是不满意于现实的

不完美，一面又拒绝参与到公
共事务中去。不管有什么样的
原因，要想提高公共决策与公
共事项决策的质量，这种情况
就必须改变。

由此，广大市民应该更积
极主动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
去。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对待
公共生活的态度，往往决定着
公共生活的质量。拿这次地铁
票价的听证会来说，生活在这
个城市的居民，肯定会对地铁
票价的话题有着这样那样的
看法。听证会就是汇集和确立
公共意志的过程，关于地铁票
价的听证会讨论，需要市民参

与其中，利用既有的程序和规
则，说出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些
意见。如此，决策才能更趋于
民主与科学，才不至于沦为某
种意义上的走过场。

当然，与此同时，相关部
门也要拿出充分集纳、吸取民
众意见的诚意，在听证过程及
听证结果确定等环节，保证公
正、公开。

总之，网上发表意见固然
也是正常渠道，但参与公共事
务不能只做“键盘侠”，要让公
共事务更多体现更广泛群众
的利益，更需要人们在现实中
踊跃争取。

地铁票价听证，市民应踊跃“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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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拿追砍同学的问题学生没辙

□马涤明

广西南宁一名初二男生，不
仅围殴、持刀追赶同学，还自称

“老大”经常犯事。学校领导称，他
是一名“问题学生”，让学校很头
疼。因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
能开除他。派出所则表示，根据法
律规定，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未
成年人，未犯重大刑事案件，是不
追究刑事责任的。这名同学的父
亲直言：“我管不了他，不管了，随
便你们怎么处理。”

如果谁都管不了，连法律
都奈何不了这种问题学生，恐
怕他迟早会成为真正的“社会
老大”。或者说，现在，他正走在
那条路上。

开除问题学生，把他们推
向社会，让其流落街头，只会让
问题变得更糟。但留在学校也
不是办法，不但本人不会安静
下来学习，还影响学校秩序，并
可能带坏更多的同学。学校不
能开除、警方不能立案，就再没
有别的办法，只能任由这种想
当“老大”的少年肆意妄为，将
来一步步发展成为真正的“老
大”？法治的、健康的社会里，不

该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2016年，教育部曾联合多

部门印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
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强调
必须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
和综合治理，切实防治学生欺
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对构成
违法犯罪的学生，必要时可由
政府收容教养，特别是对犯罪
性质和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
果严重的，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刑法》中也规定，因不满16周
岁不予刑事处罚的 ,责令他的
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
要时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然而，现有政府收容教养

机制也存在不少亟待完善的问
题。比如，究竟什么样的问题少
年该被收容教养、具体该由哪
些部门——— 教育、公安还是司
法行政部门执行，相关制度中
并不是很明晰、很具体。再有，
作为政府收容教养机构的工读
学校，目前并不多，且其中既有
公办的，也有民办公助的，后者
收费偏高，很多问题学生的家
庭难以承受。另一种收容教育
机构——— 少管所，则只能收容
发生重大刑事案件的少年。而
问题学生中，多数情况是校园
欺凌，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结果
就出现了“学校不能开除、警方

也管不了”的局面。
政府收容教养应该是“问

题学生”最好的去处，最佳的惩
戒与挽救方式；在那里，他们既
接受挽救式惩戒、感化教育，还
同步接受文化教育，如果帮教成
功，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挽救、被
培养成对社会有用，至少能自食
其力的人，避免因被推出校园、
流落街头导致更多问题。为此，
国家和地方政府都应加大投入，
建设足够的收容教养机构，让学
校和警方都头疼的解决“问题
学生”的问题不再是难题。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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