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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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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客气地说，当今这个时代，除非历史古
迹，而且还必须是那种声名远播的历史古迹，要
做到“百年不朽”，那要用上两个字：太难！

这是因为，如今的城市大都有“拆”的嗜
好。其表现为：不仅危房要拆，违章建筑要拆；
而且，楼不高、不漂亮要拆，广场不大、道路不宽
也要拆……总之一句话：想拆就拆！

人们也许要说，想拆就拆，那还有没有城市
规划？当然有，不过，城市规划在某些地方，就

像行政首长的手臂，挥到哪里，哪里就是规划
了。这里有一个例子——两年前，建筑面积
4400平方米，建成两年的江苏南通铁路客站，
便遭遇了爆破拆除的命运。据说，其被拆除的
理由是，建筑规模与同级别城市相比差距太大，
影响了南通的形象。

所以，“百年不朽”之类的话请小声点说，免
得刺激了某个城市的行政首长，立马让南通铁
路客站的例子再来一次重复！ 友瑜

马上评论

新京报
司机违规领导道歉并非株连

话题：陕西宝鸡市有关部门制定《通
告》：司机违规，单位领导要接受培训，并
通过媒体向全市人民道歉。

观点：要明晰“司机违规领导道歉”是
否属于“株连政策”，关键在于对司机违规
行为的定性。换句话说，就是要明晰司机
开车究竟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
为。如果是前者，当属株连无疑；而如果
是后者，那么这一规定应属合法。而要定
性司机违规行为，关键要看司机所服务单
位的性质以及司机服务的性质。

显然，宝鸡的这一规定，针对的主要
是为领导服务的公车司机和为公共交通
服务的公交车司机。某些“特权车”虽然
表现出来的似乎是非常普通的司机违
规，可谁都知道背后是特权思想在作祟，
仅仅处罚司机恐怕起不到相应效果。

只有真正做到“司机违规领导问
责”，消灭“特权车”才会有希望。

东方早报
是什么给吴敬琏间谍案

谣言插上翅膀
话题：针对近日少数境外媒体报道

的吴敬琏教授卷入美国间谍案、被带离
调查一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网站公
开辟谣，吴敬琏随后也对媒体澄清，“卷
入间谍案”属谣言。

观点：国外有一句名言，“当真理还
在穿鞋，谣言已经走遍了天下。”这说明，
要想控制谣言“走遍天下”，真理的传播
必须更加迅速及时，有效有力。由于辟
谣渠道最初只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网站发布，从渠道上无法与多样化、多层
次的网络等谣言传播渠道相抗衡，这也
是在官方公开辟谣后，谣言并没有停止

“飞翔”的原因。

铁道部的设想可谓是放眼长远，深谋远虑，
值得叫好。只是，这种要建百年不朽客站的想
法依然让人存疑，新客站何以保证百年不朽？

以往铁路客站过于专注运输功能，而忽略
了旅客感受。“数量少、规模小，且由于管理体制
的问题，跟其他交通工具缺乏紧密的联系，公

交、地铁都只能在车站广场外乘坐，同时功能也
单一，设备陈旧，建筑造型不够美观。”笔者认
为，这一分析十分在理，也很是透彻。而旅客感
受的修正，通过建百年不朽客站能实现吗？

硬件建得再好，如果软服务跟不上去，依然
如有短板的水桶，只能装半桶水。 慧雯

想起了列车晚点补偿
铁道部门硬件建设大提速的同时，服务软

件建设也要同步提速。
众所周知，铁道部门是典型政企不分的垄断

行业，并没有引入市场竞争，积弊较多。站票、坐票
同价，1.1米儿童免票线至今不作调整；火车站内、
列车上商品价格高昂，还不开发票；违背当初承诺，
在动车组列车上出售站票……至于春运期间等高
峰时段，黄牛党、条子票泛滥，普通乘客“一票难
求”，更是一直为舆论所诟病。

再说列车晚点的问题。尽管客观原因所致
的列车晚点可以理解。但是列车晚点以后，乘
客除了忍受煎熬，或者改签其他车次外，铁道部
门根本不给其他说法。同样是公共服务部门，
尽管民航业同属于垄断行业，但是现在飞机晚
点，民航方面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乘客安排住
宿、给予适当经济赔偿。铁道部门常常自诩列
车大提速，服务质量提高，在列车晚点补偿方面
是否也该起步呢？ 欣城

铁道部拟建一批百年不朽客站

百年不朽？这话最好小声点说

昨日，来郑打工的黄志安
之死有了说法，他的生命是
在一个雨天被没盖的污水井
吞噬的。郑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决，郑州市市政工
程管理处为黄志安的死承担
60%责任，赔偿死者家属 15

万余元。
每到雨季、每个深夜，在熟悉的城市道路

上，我们料想不到会有无盖窨井张着令人恐惧
的“嘴巴”。走在街上原本是一件轻松的事，但

当我们为了一个可能存在的危险，时时绷紧“安
全”这根弦时，内心的安全感便打了折扣。

令受害者感到无助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张嘴
窨井本身，而是其背后管理部门众多、职能范围
交叉、可能面临相互推诿的状况。可以说，每一
起窨井伤人事件，受害者家属在忍受痛失亲人
打击的同时，还要面临寻找责任单位、四处追
偿、上法院打官司的奔波生活。每一次推诿，每
一次申诉，无疑把对他们的伤害进一步加深了。

黄志安之死有了说法，但我们不能保证不
会出现黄志安第二，黄志安第三。其实，城市管

理者也是这个城市的普通一员，我们希望，城市
管理者履行日常工作职权时，能以普通市民的
身份，设身处地想问题，解决问题。毕竟，社会
是个环环相扣的大链条，任何一处断了都会引
发问题无数。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不仅为大
家好，也是为了自己好。

一个生命消逝后，金钱仅仅是对生者的
一个安慰。15万元的判赔，只是一次工作失
责的代价，而生命的代价，却无论如何不能用
它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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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站靠什么百年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