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将从13日起对私家车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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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破案重奖，咋不见破不了案重罚？

话题：陕西华县14天发生的4起命案均告
破，县政府重奖县公安局10万元。

观点：所谓“弥补经费不足”实难自圆其
说。公安机关非营利机关，其所有经费均应来
源于财政。当经费不足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
时，财政有义务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拨付缺额，而
不是靠奖金来维持运转。预算部门有义务反思
自己在报送预算案时，是否对公安经费的预算
出现了偏差。如是，则应及时校正这种偏差。

在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传统影响之下，权
力很容易遮蔽权利，导致公民参与行政的步履
艰难。因而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些从部门利
益出发的政府奖励。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角
度看“破案重奖”——不妨调查一下，有多少地
方政府或公安机关会对“破不了案重罚”感兴
趣呢？

广州日报
诺奖得主英语不佳是一记耳光
话题：日本科学家小林诚、益川敏英摘得

了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桂冠，益川敏英
的学术成果享誉世界，但他英语不佳，他本人
也从未走出过日本。

观点：众所周知，获得诺贝尔奖已是国人
的普遍愿望和呼声，对于一些人来说，更是成
为了一种心结。在此基础上，我国不但逐年加
大了科研投入，使得我国摆脱了科研穷国的地
位，而且还日益拓宽科研的国际化视野，使自
己融入到科研的国际化浪潮当中，首当其冲就
是在大学里推广双语(即汉语和英语)教学，大
学毕业须过英语四级，研究生、博士生入学前
须过英语关，在一些高校，要想评聘为教授、博
导甚至都要以英语水平作为主要依据。

完全有理由认为，诺奖得主英语不佳是
一记响亮耳光。这记耳光不仅属于我国现行
的教育体制，也同样属于学业评定和科研管
理体制，正是由于英语作为一门普遍的语言
工具本身被无限制地放大甚至达到顶礼膜拜
的地步，才使得国人对英语的学习成为了阻
碍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障碍物之一。

真正该严管的是公车
□毕文章

表面上看这是大有作为的举措，实际上是
用茶杯饮骆驼——无济于事。因为对私家车实
行限行于法理不符，于情理不通，是对个人物权
的严重侵害。私家车是为了解决大家出行需求
和困难才应运而生的。曾几何时，政府一直鼓
励群众买私家车，短短的几年时间，政府又对私
家车进行限行，这不是拿私家车车主开涮吗？

北京的交通、环保压力越来越大，私家车的
责任有多大？我个人觉得，真要是限行私家车，首
先得严管公车。比如一些学校门口，上学和放学
时间乱停乱放的车，有多少不是“公”字牌的？那
道路要是不堵塞的话，才怪。

演出周期长达23天的第
十届亚洲艺术节圆满闭幕
了！可以说，举办这届艺术节
将会提升我们这座城市的品

位。亚洲艺术节虽然落幕了，但追求艺术追求
美的精神却留给了这座城市的人民。

在这23天里，郑州人民就像过年一般，有的
市民说，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这不是夸张。一
座城市举办艺术节，让市民们感受到的是精神愉
悦，享受的是文化艺术的“大餐”，既领略了亚洲
各国的文化风情，又长了许多见识。

我们通常的认识，城市的发展，就是指经
济的发展，城市的建设，就是指高楼大厦，指宽
阔的马路。这些当然是城市发展的显著标志，
但一座城市不能没有品位，而一座城市的品位

也绝不仅仅是有了硬件就可以代表的。自然，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不能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改善民生，说别的都是侈
谈。但一座城市绝不能只满足于物质生活，还
需要文化艺术精神来支撑。无论是法国的巴黎
还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提起这些让人类引以为
骄傲的城市，也绝不是因为他们发达的物质文
明，而是这些城市拥有的文化艺术氛围。

城市需要文化艺术，特别是在经济获得了一
定的发展之后，需要用文化艺术提升城市的品位。

通过举办这届亚洲艺术节，郑州人不仅开
阔了视野，也同时让文化艺术更加贴近我们的
城市，给社区居民，给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所有普
通人都带来了莫大的艺术享受，难怪有市民直
接把这届亚洲艺术节称做一次“艺术盛宴”。比

如，艺术节期间，不仅有国产的，也有外国的电
影进入了社区，不仅有20年前的老片，也有刚
上映不久的新片，让大家在露天广场大饱眼福，
过足了电影瘾；而一些原本离艺术较远的人，通
过观看艺术节上的大量演出，耳濡目染，也受到
了极大的熏陶。有的市民甚至期望每年都能举
办一次这样的艺术节才好。而这一切，对提高
市民的精神素质，培养整座城市的气质，都会起
着潜移默化又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座城市的市民有了品位，也就等于这座
城市有了品位。艺术节落幕了，我们还要继续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
更具文化艺术魅力，而这种“文化软实力”，对
城市的经济建设同样会起着不可替代的推动
作用。 （相关报道见今日A10版）

实行限行依据何在？
□王军荣

大多人买私家车是为了工作、生活方便。
现在北京市开始对私家车实行限行，那市民的
工作、生活怎么办？限行带来的种种不便，又
靠什么来解决？

或许有太多的理由要对私家车实行限行，
可有法律依据吗？《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私家车是私
人财产，他们完全可以自主使用自己的轿车，
政府有权力对私家车实行限行吗？

尽管北京对公车实施了限行，但由于对公
车的界定不是很明显，使得许多公车未能达到
真正的限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是否有必要
存在那么多公车？在奥运会期间，北京的公车
限行之后，并未影响到公务，为何不借此机会
真正改革公车呢？当然，像首尔市政府一样只
剩4辆公车是不现实的。但同样可以考虑将多
余的公车分流出来，并将其投入到公交的发展
上，则是完全可行的。

退一步说，即便是想要达到私家车限行的
目的，则不能作硬性规定，只能进行鼓励性的
引导。比如对限行的车减少养路费、车船使用
费、高速费等费用；或者通过提高油价等经济
杠杆进行调节。在现有的收费还没有进行改
变的情况下，仓促地对私家车进行限行，显然
是在侵犯公民的权利。

再退一步，即使对私家车采取限行措施，
也不能“一刀切”，从现实情况来看，也应实行

“老车老办法、新车新办法”。即新规以后上牌
照的车辆按新的限行办法执行。这样就给了
想买车人的事先知情权，他们会更慎重地考虑
是否买车。另外，城市空气污染并不都是交通
的错，更不全是私家车的错。

让人深思的是，这次限行显然是缺乏深度思
考的。按照市政府9月27日发布的公告，私家车
的限行从10月11日开始，可这一天和接下来的
12日却是周末，而公告内容却说“法定节假日和
公休日”不限行。对此，许多车主有些不知所措。

先把公交搞好了再说
□徐经胜

解决交通拥堵，办法当然有很多，但是，作
为政府部门应该拿出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才
是。对私车实行限行政策，不但有违法的嫌疑，
同时也没有被民众认可。有网上调查显示，
93.1%的网友认为私车限行应提交人大审议通
过后执行。“私车限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缓解交通压力，但同时也给很多人的出行带来
困难。笔者认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最有效的
办法还是“公交先行”。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就
开始提出“公交先行”战略。但是，10多年过去
了，国内的城市公交一直发展得不尽如人意，有
的城市甚至丝毫看不到“优先”的效果。有人把
公交比喻成“长不大的孩子”。由此也直接导致
我国公交出行率很低。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之中，公交是最为节能的，
也是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落实“公交先行”战略，
对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其他任何办法都
难以比拟的。按照发达国家城市的发展经验，城
市公交基础设施的投入一般应保持GDP的3%到
5%，否则公交基础设施功能将难以保证。

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