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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是“文明出行，请走天桥”的标志牌，那
边是垂直地面切面1米高的“台阶”。“刘翔专用
天桥”是网友善意的调侃，也说明目前一些解堵
工程的施工，并没有严格秉承最大化便利市民出
行的原则。

从报道中可知，市民们之所以如此依赖该处已投入使用、但并
没完工的天桥，实在是迫不得已：路口四个角都有护栏围起，每处护
栏有近百米的距离，绕道很不方便。而且，该处天桥出口原本是“畅
通”的：在没有铺地砖之前，行人可以踩着一个土坡上下天桥。但在
地砖铺了之后，1米高的“台阶”暴露了出来，行人只能学习刘翔上
下“跨栏”了。身手敏捷的市民还好说，腿脚不便的只能绕道而行。

但这种状况本应是可以避免的，比如说，该处天桥在施工之初，
施工方不知道施工变压器不该建在天桥出口 1米近的地方吗？而
且，这种状况也是可以尽早改善的，比如说，焊接一个1米高的台阶

放在切面处，上下天桥的问题不就暂时解决了吗？为什么非要等到
“拆除后一周之内将天桥剩下的部分接好”呢？

当然，在问题被网友曝光后，市政工程建设中心善待监督、虚
心接受，承诺尽早修复，这样的态度让人欣慰。其实，“最雷天桥
口”看似简单的问题，考验着施工单位在施工时是否兼顾市民出
行的善意——这种善意需要施工方主动的自觉，也需要施工方在问
题曝光后及时纠正进行补救。

随着郑州近几年畅通工程施工的增加，类似的施工方不足够自
觉，市民用及时监督进行纠正的情况，还会时有出现。对此，一方
面，市政管理部门要做好信息平台的搭建，促使市民的监督尽快转
化为施工方的补救行动。另一方面，需要施工方在不断的监督提醒
之下，尽快养成又好又快施工、切实有效施工的习惯。换句话说，如
果文化路与东风路口天桥施工方，时刻想着“1米高的台阶不尽快
修复市民怎么走路”的问题，“最雷天桥口”还会出现吗？

县 委 书 记
“自我限权”的
悖论

一方面，河北大名县委书记王晓桦通过大刀阔斧的
改革，限制自己身为县委书记的权力。另一方面，报道
中说，“他又不得不运用县委书记的身份，强硬地推广这
一制度”。如果说王晓桦已经实现了自我限权，那么，他

“强硬地推广这一制度”的权力又从何而来？既然他能
“强硬”地推广某项制度，就说明他手中仍然拥有巨大的
权力，如果他愿意，他完全可以“强硬”地取消某项制度，
那么，他的自我限权又有多大的可靠性呢？

官员自我限权虽然体现了权力自省的美德，却好比
“坐在椅子上把自己举起来”，其内在的逻辑悖论是永远
无法克服的。真正有效的限制官员权力之道，只能是在
自我限权之外，以权力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入手，从党内
监督、人大的政治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政府专门机关
监督、检察院法院的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
角度，有效限制县委书记的权力。 ——《青年时报》

马上评论

文化路惊现最雷天桥桥口，“台阶”1米高（A04版）

善待监督，确保“有效施工”
□晚报评论员 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