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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拥堵严重影响
市民生活，近段时间我市大力
开展治理交通拥堵活动，且已
取得明显效果。城市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市民是城市的主
人，每一个市民都有义务维护

城市秩序，做一个文明市民。
有人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列奔跑着的火

车，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车上的“乘客”，
总是不停地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所以说，不
论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土著”，还是
来这座城市所谓的打工者乃至到这座城市的
旅游者，说到底，大家都是“暂住”在这座城市，
也最终会离开这座城市。

从这层意义上说，城市不仅是“土著”的，也是
打工者的；是富人的，也是穷人的；是有车人的，也
是步行者的，说到底，城市是我们大家的，是生活在
这座城市每一个人的——若再说得极端些，某人即
使只在这座城市生活几天甚至仅是路过，城市在那
几天里甚至在那一会儿也有他们的份儿。

然而，天天生活在这座城市，却看到不少
人好像把这座城市就当成了自家似的。机动车
辆乱停乱放之外，还有很多看了让人感觉不舒服的
现象，比如有些非机动车主不遵守交通秩序，乱闯
红灯，甚至如入无人之境（仅此造成的交通事故就
有不少）；比如有些不文明养狗者，任宠物随地大小
便——至于乱扔乱丢，更是司空见惯。正是这些不

好的习惯，让我们的生活总感觉到不是那么舒心。
有种情景估计很多人都见过，这就是早餐时段，到
一些路边小吃摊，可以看到餐巾纸乱扔一地，坐在
那里就餐，真有坐在“垃圾场”的感觉。

有时也觉得很奇怪，我们不少市民不缺公
心，不缺正义感，甚至在关键时刻还有可能做出惊
人的壮举，然而，在交通路口的红灯面前往往就露
出了自己的低素质；当从公车或是私家车的车窗
丢出废弃物时，就让人看到了他们的不良习惯。

很多人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这埋怨那抱
怨，就是不在自己身上找一找原因；还有些人
总幻想自己生活的城市一个早上醒来，什么都
能顺心如意，可就是不想自己能为这座城市做
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其实一座城市的美好与
否，打分的高低，是否“宜居”，往往与这座城市
人的精神面貌、道德素养有极大关系。

一座城市，就是一个社会，是生活在这座城
市所有人组成的。城市之美，往往不是因城市而
美，而是城市因人而美。应该说，没有人不希望这
座城市这个社会美好，给人以幸福快乐、给人以尊
严。可正如最新一期《新周刊》刊发述评文章《保卫
社会》开篇所说的那样：“你什么样，社会就什么
样。”换而言之，不是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
的市民，而是有什么样的市民，就有什么样的城市；
有什么样的市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因此，与其说是城市和社会改变着人，不
如说是人在改变着城市、改变着社会。

相关新闻见今日A04、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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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15日上午，广东省卫生
厅党组副书记、巡视员亓玉
台，副厅长廖新波上线广东
电台“民声热线”，解答公众
对医疗纠纷等方面的咨询或
投诉。对于目前频发的医患

矛盾和医患对立，廖新波表示，卫生部门将从
制度到管理一揽子解决问题，但他也希望，患
者能理解医生犯的一些可允许的小差错。（11
月16日《南方日报》）

“八毛门”、“录音门”、“弃婴门”等医疗纠纷事
件折射医患关系对立。在这个时候，广东省卫生厅
副厅长廖新波上“民声热线”解答公众对医疗纠纷
的咨询或投诉，可视为官方代表正视医患矛盾的一

个窗口，透露卫生部将从制度到管理一揽子解决问
题，值得公众期待。而在卫生部的“动作”亮相之
前，笔者觉得廖副厅长“希望患者能理解医生犯的
一些可允许的小差错”，值得讨论。

不能说“理解医生犯的一些可允许的小差
错”没有道理。比如，给小孩儿打针，护士一针
没扎好，家长就给护士一巴掌，这样的家长太
不理性了。但是“理解医生犯的一些可允许的
小差错”，需要医德托底，需要一个良好的医患
关系和氛围作前提。

比如，服务热情，待人真诚，悉心呵护病
友，说话不打诳语，不歧视，不冷漠。对待患
者，不管是官是民、富有或贫穷、年轻或老迈，
都一视同仁，服务态度一样热情，更不能因为

贫穷没有钱而将病人拒之门外，见死不救。
再比如，医生要真正担负起救死扶伤的天

职，检查项目恰到好处，不给患者开有回扣的高价
药，不昧着良心开过期药，不给住院病人多记药
账、多记消耗品，不过度医疗，不坑害患者。

毋庸置疑，当医务人员的医德提升了，看病的
医药费降了下来，医院的服务态度热情了，服务质
量提高了，不再发生见死不救的现象，医院的整体
形象高大了，没有患者不尊重医生的。

医疗服务事关公民健康，因此，就当下而
言，最重要的不是讨论患者能不能“理解医生
犯的一些可允许的小差错”，而是如何加快医
改步伐，使医院回归公益和公共服务的本质属
性，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

理解医生“小差错”需医德托底
□王捷（湖南）

16日9时40分许，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货车与当地幼儿园接
送车迎面相撞，造成20人死亡，其中有两名成
人。据介绍，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实载
64人。目前，受伤人数和事故原因等详细情
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核载9人的校车竟然挤坐64人，如此严重
超载的校车，实在让人无法想像车内的拥挤程
度。我们目前无法确定车辆发生事故是否与严
重超载有关，但一个令人痛心无比的事实是，核
载9人的校车发生事故，造成的是20人死亡的惨
重现实，而且，这其中绝大多数还是尚不太懂事、
尚不知超载是怎么回事的无辜幼儿！

发生如此大的交通事故，而且还是校车
造成的事故，可以肯定，国家相关部门一定会
尽快介入并认真调查背后的原因，相关责任
人也会受到应有的惩处。但即使事故调查再

认真再清楚，对相关责任人惩处再严厉，都再
也无法挽回那些幼小的生命！痛定思痛，当
前最有意义的，或许正是深入反思校车频频
超载的顽症。

对校车超载，我们并不陌生。就在去年，
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我国
首部专门规范小学生校车安全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该标
准已于去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标准明
确规定了校车的一般要求、上部结构强
度、坐椅、护板、出口等 12 个方面“全面规
范”的校车安全标准。然而，在这一标准
已经实施一年有余之后，还有些地方居然
连一辆合法校车都没有。尤其是既然连
超载问题都尚未遏制，又何谈“全面规范”的
安全校车？

显然，要数以千万计的公办及民办中小学

及幼儿园等都使用规范安全的校车，必须走政
府主导、社会各方合理负担、产业化运营的“中
国校车工程”之路，这也是一些比我们更富有
的发达国家采取的有效举措。对此，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副主
任李蓝曾表示，“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把财政
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提高到4%的承诺落实，辅
以有效的监管，就解决了”。

因此，我们期待着国家相关部门能出台相
关政策措施，保障校车的车身设计、制造到市场
运营的市场化、专业化等各方面都能享受到优惠
政策，将校车视为新兴产业和低碳产业给予大力
发展支持。否则，由于复杂原因，校车注定不可
能驶上“安全之路”，尤其值得警醒的是，我们不
要等到每一次沉痛的校车事故之后，才会刮起

“一阵”校车整治风，而这阵风过后，则一切又归
于“风平浪静”。

热点话题
校车安全，“路”在何方？

□张东阳（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