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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
对外发布公交车司乘冲突引
发刑事案件司法大数据。大数
据显示，2016年1月1日至2018年
10月31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一审审结的公交车司乘冲突
刑事案件共计223件。2017年较
2016年增长4 . 8%，呈稳中有升
的态势。

统计显示，超半数的案件
有乘客攻击司机的行为，而纠
纷的起因多是上下车地点、车
费等小事。如上月刚刚发生的

重庆万州22路公交车坠江事
件，就是因为一名乘客坐过站
与司机发生争执，就让一辆公
交车上的十几名乘客随之罹
难。灾难呼唤更严密、更完善
的保护，而事实也一再证明，
保护好“掌握方向盘的人”，是
实现公交安全运行的基础与
前提。

保护公交车安全是一种
技术活。鉴于“有三成乘客出
现 抢 夺 车 辆 操 纵 装 置 的 情
况”，当前，国内不少城市已经
或者即将给公交车加装驾驶
屏蔽门、公交安全舱等司乘隔
离设施，比如济南已经有部分
公交车安装了防护隔离门。这

种隔离门可以有效地防止有
问题的乘客采取人身攻击或
抢夺方向盘等，保障司机的安
全驾驶。

需要指出的是，安装防护
隔离门并不意味着公交车司
机可以高枕无忧了。如今的公
交司机不仅担负着驾驶任务，
还承担着诸多的服务职能，比
如回答乘客线路咨询、监督乘
客投票或者刷卡等，司机随时
都可能要和乘客保持联系和
沟通。现实状况决定了把司机
阻隔开来只是一种表面防御，
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遇到问
题，司机还是得现身而不是回
避。

从这个角度来说，司乘冲
突引发刑事案件的增加，其解
决方法不能止于为司机设置
隔离门。最为关键的是要剥离
司机的服务职能，使其专心于
驾驶工作，而这就需要更多新
技术的应用。有关部门可以在
设立隔离门之外，在公交车上
普及无线网络，增加服务设
施，乘客可以通过在线服务解
决问题，让大家在公交车内体
验到更好的服务。此外，也可
以用近几年兴起的AI和自动
驾驶技术辅助公交车的驾驶。
比如，有人抢夺方向盘时，自
动驾驶系统就会启动并逐渐
降低车速靠边停车。

物理隔离先行，技术辅助
跟进，公交安全就会多一些保
障。很少有乘客是存心破坏公
交安全，规则意识的缺失，才
是陋习难改的真正原因。这也
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许多社
会上的纠纷与冲突，完全可以
借助技术手段予以化解。对这
些部门来说，当务之急在于转
变思路，让科技进步的成果切
实用于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
的问题上，从来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唯有利用更多的技术
手段保护好公交车司机，让其
专心于驾驶工作，才能保护好
一车人、一路人的生命与财产
安全。

司乘冲突升级，先护好“方向盘”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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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柴过冬式”禁煤治污当严肃问责

□邓海建

11月16日晚间，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组的通报称，太原市
迎泽区禁煤“一刀切”，一些社
区居民只能靠烧柴、烧废旧家
具采暖。此后，太原市委、市政
府连夜召开专题会议，责成迎
泽区全面整改。整改令发出不
过几个小时，首批3万公斤洁净
煤便送到了片区居民的家门
口。11月18日，第二批洁净煤20
万公斤也已到位。

太原市迎泽区禁煤“一刀

切”，活生生把治污与采暖弄成
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二选一”。
这当然不是当真可以自由选择
的命题，为了治污的成绩好看，
不管民生冷暖一律禁煤，采暖季
比天气更寒冷的，大概还有有理
无处讲的民心。此时，地方生态
环保的决绝姿态，显然就钻进了
偏执的牛角尖，成为不食人间烟
火的官老爷做派。

太原市迎泽区禁煤的“痛
感”，确实可以理解。2016年，作
为煤炭大省的省会城市，太原
市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在全国74
个重点城市中高居首位，全年
五级以上重污染天气26天，全
部集中在供暖季。有媒体报道

称，其二氧化硫浓度甚至达到
京津冀13个城市平均水平的三
四倍，是北京的十倍以上。不
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居
民取暖问题上不分青红皂白地
禁煤，说白了就是懒政怠政，尤
其是在国家三令五申要求取暖
方式“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宜
煤则煤”的情况下，用设置检查
站的方式，强行禁止燃煤入户，
导致居民采用燃烧劈柴等方式
取暖，如此刻舟求剑，最坏的结
果是——— 既无法保证取暖效
果，又加重了大气环境污染。

“捡柴过冬式”禁煤治污，
这则“寓言”起码意味着双重失
灵：一是民生话语权的失灵。强

行禁止燃煤入户、“一刀切”推
行地方新规，从制度设计到决
策施行，听过多少群众的声音？
二是决策科学性的失灵。禁煤
禁得不容置喙、送煤送得莫名
其妙，朝令夕改的政策让群众
一头雾水。这就像市民说的，

“之前不让烧，这会儿又免费
送，将来又是什么情况，心里没
底呀”。禁煤“一刀切”如果是不
合理的，就应该被程序正义所
问责、所纠偏，而不是不声不吭
地把洁净煤送到居民家里去。

绿水青山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环保治污也不是一口气吃
胖的。任何拍脑袋的“一刀切”
决策，看起来雷霆万钧，说穿了

就是野蛮任性，既悖逆了辩证
法因时因地的基本逻辑，也没
有真正把民情民意放在心上。
东风东倒、西风西倒，无非是装
个样子求个速效，不顾民生冷
暖与权力伦理，更与法治政府
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样的行政
行为如果不问责、不埋单，公权
信用何以重塑、官民关系何以
顺滑？

面对“捡柴过冬式”禁煤治
污的过失，送煤只是补救之一，眼
下最关键的，一是致歉，二是问
责。惟其如此，生态环保上的雷霆
作为才不至于一狠心就跑偏。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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