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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避让校车罚500元有多大可行性
□刘昌海（河北）

是否继续“限购”，该由谁来决定
□刘兵（哈尔滨）

“政府开放日”期待能日常化
首都旅游产业发展联席会日前成立，提

出将鼓励本市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在明年
设立旅游开放日，对公众开放。其中，政府机
关开放日原则上不收费，会将办公场所、办公
过程和办公程序对民众公开。明年上半年，
北京市政府有望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对公众开
放。在外人眼中神秘的政府机关，以后就像
公园一样，可以进去逛一逛，“政府开放日”大
大拉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其体现出
的“亲民”与“透明”思维，值得称道。民众乐
见“政府开放日”，当然，民众更期望，天天都
能是“政府开放日”,让民众可以随时自由进
出政府机关，让民众可以无阻碍地共享机关
服务设施，这样，政府机关和民众，才算真正
实现了零距离。 ——《新京报》

“孩子优先”应成全民理念
11 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

例(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接送幼儿、小学
生的应是专用校车，还赋予校车三项优先权：
交警指挥疏导校车优先通行；校车可以在公
交专用车道以及其他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但允
许公交车辆通行的路段行驶；校车在道路上
停车上下学生，后方车辆应当停车等待，不得
超越等。尽管只是征求意见，但条例牵动人
心。对孩子来说，这是交通优先的一小步，也
是校车安全的一大步。希望“孩子优先”不要
再用“痛”才能换来。一个坚持“孩子优先”的
国家，一个“呵护未来”的社会，才会拥有美好
的未来。 ——《人民日报》

先有校车才能谈“校车安全”
可据教育部的统计，如果在全国范围内

的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购买校车，政府需要
投入3000亿的预算，加上一年的运行、维护
费用为1500亿，一共4500亿元。这笔钱看似
很多，但相对于动辄年底突击花费几万亿元
的财政来说，这显然不是问题。同时，关于校
车的投入，不能过多依赖民间力量。民间力
量只能是有益补充，占主导力量的绝对应该
是政府相关部门。美国、日本都属于当今世
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校车业也是
这些国家少数几个由政府严格规范和介入的
行业。总之，比起发达国家完善的校车制度，
我们仅仅迈出了第一步。 ——《广州日报》

警惕形式主义的节能减排
很多工作抓不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考

核与问责派不上力度，节能减排指标与官员
业绩考评挂钩，派上力度了。如此力度的强
制减排措施，应该不用担心完不成的问题，令
人担心的却是地方官员的“变通”，将减排指
标转嫁给老百姓。去年曾有报道说，在国家
规定的节能减排最后期限将要到来之际，很
多地方开展“节能减排大会战”，所有企事业
单位、公共设施都要拉闸限电，有的地区居然
对医院、交通信号灯也拉闸停电，居民也要几
日一停电。而一律限电的结果是人们纷纷购
买柴油发电机自行发电，一时间大小发电机
竞相轰鸣，天空乌烟瘴气，自行发电的油耗和
产生的废气，远远高于使用电网的能源消耗
与排放。 ——《珠江晚报》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出台限购限价
政策的40多个城市中，至少有合肥、石家庄、
长春、贵阳、青岛、厦门、中山等7个城市公布，
政策执行的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31日。截
至12月11日，海口、福州、厦门、长春4个城
市相关负责部门均表示将坚持房地产调控政
策，楼市限购政策延续。

（12月12日《人民日报》）
楼市成交清淡，房价已开始松动，逐渐步

入下行通道。在这个敏感的关键时期，限购令
何去何从，引发各方关注。但笔者认为，是否
继续限购，还是先让各地自主选择为好。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中央调控房

价的决心只有加强而没有减弱。中共中央政
治局12月9日召开会议，会议提出：“要坚持房
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促
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从措辞上来看，房
价调控的目的已经由“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变
成了“促进房价合理回归”了。所以，地方应该
怎么做他们自己应该明白。

其次，限购令的作用需要检验。有一种普
遍的观点是，在近两年的房价调控政策中，“限
购令”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但这个明显违反
市场规律的限购令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呢？近段时间以来，房价确实是不再上涨了，
但导致房价拐点出现的真正原因很可能并不

是限购令，而是“限贷令”——房贷利率的大幅
度上浮。一段时间以来，好多地方的首套房贷
利率上浮20%的并不鲜见，甚至出现过将首套
房贷利率上浮为基本利率的 1.5 倍的报道。
而这就相当于房价大幅度的上涨了，因为尽管
说房子的零售价还是那个价，但购房者的买房
成本却大幅度攀升了，房子当然就卖不动了，
现在不靠贷款买得起房的还能有几位呢？再
加上房地产商融资难度更大、成本更高，这房
价还有理由不下跌吗？而如果房贷政策不放
松的话，在目前这一房价向下的观点已经初步
形成的大背景下，到底有多少人还会义无反顾
地去买房呢？

今天有两则新闻，值得对
照阅读。一条是《京华时报》
报道，12月11日，国务院法
制办公布《校车安全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强

调，校车享有优先通行权，不避让校车的车辆
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500元以下的
罚款。另一条来自《北京日报》：救护车鸣笛5
分钟无一辆车让路，消防车眼看着大火却无法
前行。记者跟随 999 救护车全程体验，遇堵
时，只有一个冲动——下车挨个敲敲前面车辆
的车窗，“您让让吧，这是去救命啊！”

《道路交通安全法》已经明确规定，救护
车、消防车等“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同
时，《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了“阻碍执行紧
急任务的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警车等
车辆通行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不过，规定归规定，在
现实当中，上述车辆却经常遭遇堵车的无奈。

从法律效力上来说，不管是《道路交通安
全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其等级都要比
正在制定的《校车安全条例》更高。从事情的
紧急程度上讲，救护车、消防车也远超普通的
校车。不过，我们却很少听说因为车辆没有给
救护车让路而受到处罚的事例。同样，即使国
家专门出台规定，赋予校车优先通行权，也很
可能会遇到执行难。

自甘肃校车事故以来，从政府到民间，我
们对学生安全关注的热情之高、力度之大、动
作之快，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一个月之
内，有关部门就迅速起草完成了《校车安全条
例》，这是大好事。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
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很多事情并不缺少规定，
只是缺少执行。将来“不避让校车罚500元”
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真的很让人担心。

关于学生安全，我们过去的教训已经够
多，也伤得已经够深，这一次，我们已经伤不
起。希望在即将出台的《校车安全条例》里面，
除了明确校车的通行权之外，还应该有切实可
行的保障措施，不能再沦为“纸上谈兵”。这一
点，是我们的政策制定者们应该注意到的。

众所周知，我们不少国有企业的“当家
人”，特别是像中石油这样国有垄断“巨无霸”
的高管其实就是“高官”，而高官与企业家或叫
实业家无关，他们都是由上面任命的。

这还在其次，重要的是，我们的中石油是
一个什么现状，只要能如实地讲给哪怕一个中
小学生听，他也一定会认为对这种垄断企业高
管还要搞什么激励制度是很可笑的。换句话
说，现在对中石油高管不是什么“激励过度”，
而是需要讨论是否需要“激励”。

这一点，单从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一份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指数报告(2011)”中
就可得到证明。报告中称，中石油高管人均薪
酬达百万，可鉴于公司的实际业绩，中石油高

管薪酬存在严重的激励过度，而国有绝对控股
公司（尤其是国有垄断上市公司）的高营业收入
并非完全是高管努力的结果，更多来自国家赋
予的垄断优势，所以不能以企业名义业绩为依
据，而应该按照实际企业业绩评价高管薪酬。
紧接着报告举了一例又一例，这里只录一例：

“由于石油企业对国家有很强的谈判能力，使得
中石油产品价格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价格
水平，由于差别化的贷款利率，使中石油能够以
低于市场贷款利率的成本进行融资。除此之
外，中石油还连续4年获得政府的高额补贴。”

也就是说，中石油的业绩根本不是高管的
什么努力，不过是国家的政策倾斜乃至“扶持”
罢了。我们相信，随便弄一家企业，只要也能

如此垄断，也能受到国家如此青睐，其业绩即
便不在中石油之上，也差不到哪里去。

尤其让人想不通的是，一个高垄断企业，
而且常常垄断到不近人情的地步，比如油价一
降，就发生油荒，这种企业竟还需要什么“激
励”制度。我们可不可以请监管层点开新闻报
道后面的评论看上几条，看看中国的网民是怎
么说的。尽管本人并不赞成像许多网友所说，
只要是个人，只要有个脑袋，就能做中石油高
管，但如果说是因为什么“激励”制度，中石油
才取得如此“业绩”，恐怕也难以服人。如果像
这样一个国家赋予垄断优势的企业还要对那
里的高管搞什么“激励”，那么，我们的其他企
业岂不是太委屈了？

新闻见今日本报A21版
中石油高管还需要“激励”？

□修行（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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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国务院法制办公布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
稿）》、举国上下热烈讨论有关
校车安全及“孩子优先”，甚至
要对不避让校车的车辆进行处

罚之际，又传江苏丰县发生重大校车事故，经
记者向丰县有关部门确认，12月12日18时许，
丰县首羡小学一辆载有 71 人的校车，为躲避
电动车发生侧滑，翻入河内，截至晚 10 点 30
分，事故已造成12人遇难。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前面失去 19 个
孩子的哀痛尚未完全散去，又发生如此大的校

车事故，全国网民尤其是这些孩子的家庭又添
新的悲伤。我国校车事故一再发生，面对那些
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真是情何以堪！

我们能说什么呢？由于事故发生的突然，
我们还来不及知道这是一辆什么样的校车，是
否超载？也不知道当地学校、职能部门对包括
国务院在内的举国上下都在关心校车、讨论校
车安全以及“孩子优先”是否知情？当然，即使
重视了，甚至是十分重视了，也没有谁敢保证
就可杜绝事故，但如果真的重视了，至少会让
全国网民的心情好受一些。

从这一起又一起校车事故，逼着我们不得

不督促政府抓紧时间把购买校车的事尽快落
实下来。一如有同事所说，如果国家财政拿不
出钱，大家就是“兑钱”也要赶紧把校车的事给
办了。只有先有了合格的校车，才能去谈校车
安全，才能去考虑别的车辆避让校车，才能有
资格讲如何让“孩子优先”。

在没有合格的校车之前，说什么都是白
搭。

正因此，不管如何，再也没有理由拖下去
了，再也不能说空话了，因为孩子的生命比什
么都重要。孩子再也伤不起了。我们再也不
能对不起孩子。

惊闻校车事故再发，情何以堪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热点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