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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7月1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日前多名
网友发帖质疑四川省大英县以“城市乱象治
理”为名一刀切强制拆除防盗防护栏，认为这
是面子工程。对此，大英县信访局均以相同内
容回复，“拆除防护栏是为了城市形象更美丽，
是县委、县政府的集体决策”，并已决定“临街
面的防护栏必须拆除，非临街面的提倡和鼓励
拆除”。

当“城市乱象治理”发展成为“全城拆除防
盗网”的时候，“集体决策”并不能证明这个“一
刀切”行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即使后来变成

“临街防护栏必须拆，非临街面的提倡和鼓励
拆除”，“为了城市形象更美丽”依然不是这么
做的充足理由。

城市美或不美，和防盗网存在着多大的关
系，这一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公权力
在这一点上倘若可以随意而行，后果将不堪设

想——假如几年后县委、县政府再来个集体决
策，认为为了城市形象更美丽，全体住户都应
该装上某种统一的防盗网，这又怎么说？而这
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防盗网属于私产。
官方要是真的觉得有必要拆除，唯一的可行之
路就是和民众进行协商，包括取得意见的一
致、落实拆除费用谁支付、协商是否对拆除有
所补偿、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进行防盗等。这些
步骤没有做就强令拆除防盗网，官方的角色，
无疑是错位的。

有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官方和民
众协商，可以预计有一些民众会不同意拆除，
这个时候官方该怎么办？答案其实很简单：如
果大部分民众不同意拆除，那么就不拆除；如
果大部分民众同意拆除，那么就拆除这部分民
居的防盗网，留下小部分房屋的防盗网。官方

或许有所疑惑：这么做，城市会美吗？民众给
出的结果会告诉你，这样的城市最美——谁说
城市美不美只能通过整齐划一来体现？谁说
城市形象只能通过某种视觉效果来展示？

一直以来，许多城市的管理者，习惯于用
某种思维下的硬件来展现城市之美，而实际
上，城市形象的良好与否，更多的是和软件有
关。城市形象的提升，终归得依靠市民的支持
和努力。这方面，官方需要转变思维：一个百
姓心存怨气的地方，城市形象肯定是不佳的；
而只要民众安居乐业、官民和谐互动，这样的
城市，其形象必然趋向提升。换句话说，一个
城市大部分住宅整齐美观，只有少部分留有防
盗网影响视觉效果，这样的城市形象，恰恰要
比不顾百姓反对换来的全部住宅都没有防盗
网的所谓整洁统一，要令人感觉美丽、大度、可
靠，并心向往之。

城市环保

放大公共自行
车的绿色效应

珠海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好
后，将实现无人值守的管理，大家只要
使用市民卡或银行 IC卡，就可以轻松
完成自行车的借、还，还可以通过手
机应用软件，实时了解各服务点的
车辆数量等相关信息。目前正在进
行各项前期工作，将争取在今年国
庆前试运营，年底前完成一期工程
的建设。 （7月11日《南方都市报》）

汽车社会轰然而至，从来没有像
今天一样，我们穿行在滚滚车流中，满
眼都是汽车。开车本来是为了提高出
行效率，因为路少车多，车满为患，长
时间拥堵成为无法遏制的“城市病”，
出行效率反而降低很多，出行时间成
本抬高后资源浪费也增多了。更重要
的是，汽车尾气、喇叭、灰尘等，还加剧
了城市的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以及粉
尘污染等。

公共自行车租赁启动后，政府鼓
励更多群众出行选择自行车，提高
群众骑自行车的积极性。时代发展
了，自行车一点都不落伍，反而是一
种时尚。正如地产大亨潘石屹说：

“骑自行车不仅对环境有益，也能提
高自己的身体素质，从自己做起，为
环境建设出力。”骑自行车，不仅能
带来方便、简单、高效，而且骑自行
车的人多了，开汽车的人就会减少，
这对于缓解城市交通、释放拥堵压力
十分有效。

为了让这项制度发挥积极效应，
相关部门和企业应该在便民上多动动
脑筋，多强化这项活动的公益性，造福
城市、造福百姓。 耿银平

发改委宣布，自7月11日零时起，将汽、柴
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420元和400元。发改委
相关人士称，目前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和包括欧
洲、日韩在内的大部分国家相比仍是低的。但
中国油价确实比美国高，而高的部分主要是在
税收环节，并且这部分已收归国库。

（7月11日央视）
环境污染——城市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

是汽车尾气；交通压力——道路拥堵也是汽车
激增的后果；资源紧缺——超过50％的石油需
要进口还是汽车惹的祸，无论哪一条都让国人
深切感受到应绿色出行。绿色出行需要国人的
自觉意识，也需要提高驾车出行的成本，附着在
燃油产品上的各种税收——“燃油税”则是手段
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燃油税”不是税法中

的“燃油税”，而是指油价中包括各种税。
从理论上讲，中国需要维持较高的“燃油

税”，否则相关社会问题将会更严重，但问题是
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高速公路通行全免费，“燃
油税”比中国少的美国缘何有能力修建养护着
世界里程最多的高速公路？

据报道，美国国会在1932年首次通过立
法启动燃油税征收，最初燃油税上缴国库。
1956年国会通过立法设立“公路信托基金”，
规定征收的燃油税全部存入这一基金，专用
于联邦公路计划。1982年国会把联邦燃油税
从每加仑4美分提高到9美分，并规定把其中
的1美分存入新设立的“大众交通账户”，用于
发展公共交通。在目前每加仑18.3美分的联
邦燃油税中，有2.86美分是拨给“大众交通账

户”的。另外，美国各洲还征收数额不等的燃
油税。

我国相对于美国属于超高的“燃油税”，若
要让公众接受和支持附着在油价中的“燃油
税”，必须强化体现“燃油税”促进环境保护和
社会公平。国家有关部门既然也认可我国油
价中税收成分高过美国，那每年附着在“燃油”
上的税收到底有多少呢？相关税收的支出有
多少用于支持公路维修和养护，有多少用于公
共交通等，若全部用于公路修建和养护，为何
中国的高速公路几乎全部是收费公路，而美国
却能做到几乎不收费？

油价高企时，有关部门说是税收高；公路
收费时，有关部门又说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只
是我国比美国还多的“燃油税”到底哪里去了？

超高的“燃油税”哪里去了
□吴兰友（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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