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本地媒体近日报道，为解决济南的交通拥堵
问题，打通“断头路”已成为改善交通拥堵的破题之
举。在济南规划部门看来，济南城区路网的不完善是
济南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虽然近年来济南在路网
的建设上大笔投入，但城区内不少断头路却始终难
有进展。济南市政部门计划在年底前打通的50条断
头瓶颈路，目前已完工及在建的已有35条，剩余15条
断头瓶颈路也将陆续开工。

济南最近两次上榜全国“堵城”之首，交通拥堵
成为济南市民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前不久，2016中国

绿公司年会在济南举办，省长郭树清毫不避讳地说，
济南目前在雾霾和拥堵两方面都名列全国前十名，
并说济南是“满城雾霾半城堵”，交通拥堵已经制约
到济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正如专业人士的分析，济南交通拥堵，私家车越
来越多是一个主要原因，而另一个原因，则是路网的
不完善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路网的不完善带来的
交通拥堵，断头路尤甚。以笔者居住附近的旅游路西
段和舜世路来说，多年来一直是断头路，居民虽然多
次呼吁解决，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打通。济南的断
头路时常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对此，有市民调侃
说，断头路已经成为济南的“标配”。

断头路的存在有历史原因，也有相关部门规划
不够科学和长远，管理上严重滞后等原因。总的来
说，打通断头路主要面临三大难题：征收拆迁难、设

施不配套、道路情况复杂。而化解这些问题则需要勇
气更需要方法。

勇气者，阻碍不少，形势复杂。从拆迁角度来说，
断头路的打通面临着很多的阻碍，需要面临着国有
土地的征用以及私人房屋的拆迁等。对于这些难题，
相关部门就应该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

方法者，要尊重科学，要有创新思维。简单来说，
尊重科学就是道路规划建设要有科学的前瞻性，要
考虑到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以科学、合理、以人为
本的理念来打通断头路；创新思维，就是要以超常规
甚至反常规的方法、视角去思考问题，提出与众不同
的解决方案，比如以地下隧道的方式南延顺河高架
就是大胆创新。具体到断头路上，有市民也提出类似
的大胆设想，比如打通千佛山，历山路直通旅游路，
毕竟千佛山底下本就有很多空洞。即使这样的思路

未必一定行得通，但这样的创新思维值得推广。
年初，作为中央指导“十三五”及未来城市规划、

土地利用和城市管理的“路线图”，《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发布并实施。其
中提出树立“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
建设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
统。道路网络的建设，城市交通微循环是关键，而打
通城市断头路则是必然的选择。

总之，打通断头路要敢想、会想、会干，2016年已
经快过半，离着济南市政部门打通50条断头路的承
诺的时间也只有半年。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拧紧责任
的发条，意识到对市民的承诺必须按时兑现。由此来
说，济南各部门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工作组，整合社会
各方面的力量，打好最后的攻坚战，通过逐个攻破的
方法，打通每一条断头路。

5月23日，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在上海
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
成3人死亡。据悉，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
的股份。目前，张建雨已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学
校正在配合调查。（5月29日《新京报》）

一次实验夺走三条人命，令人唏嘘。在导师眼
里，爆炸事件“纯属意外”。但媒体报道的种种细节
显示，这场“意外”包含了很多“必然”因素。公众有
理由把矛头对准导师。爆炸的工厂是他违规参股
的，危险的实验也是他安排的，而为论文而苦恼的
学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设施简陋的工厂里进
行“玩命实验”。导师像私企老板，学生像廉价苦力，
如今发生了一案三命的悲剧，导师注定难辞其咎。

在声讨导师的同时，更要看到背后的“制度之
恶”。2006年，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开始试点，2008年
试点高校达53所，2009年推广到全部中央部委属院
校。此改革的核心是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所有学
生都要缴纳学费，然后通过自己的学术科研成绩
发放奖学金。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制度不完善特别
是监督机制缺位，改革反而强化了师生的“雇用关
系”，甚至“雇用关系”被合法化，研究生普遍认可并
接受导师的“老板”身份。

导师的权力大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监督和
制约。导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契约关系，

“导师负责制”需赋予学生一定的博弈能力，别总
是等出现了悲剧才意识到制度存在漏洞。

有这么一所初、高中一体学校，能按照上级有
关规定办学，严格遵守“夏季中学早上到校时间不
得早于7:20,冬季中学早上到校时间不得早于7:30”
的规定。十几年来，语文和英语教师7:30开始上早
自习，每天还有学校值班人员检查教师到岗情况。
但是这些老师从学校领到的早自习费每节只有
2 .5元，两节补贴不及当地一碗牛肉面钱。（5月23日
《中国青年报》）

一个人的劳动报酬，理应和职业态度、贡献大
小、工作环境、劳动强度挂起钩来。学校内部的分

配，自然以老师个人付出多寡为依据。否则，就是
对公平正义的践踏。

具体到上述学校，语文和英语老师因为要跟
着学生一起自习，就得早早到校，这是其他任课老
师乃至校领导不必做到的事情。作为语文或英语
老师，就得服从这个规定，不能因自己不遵守而使
学生温习课文、积累知识受到影响。但相应来说，
学校也要给老师一定补贴，不然，就是对老师风雨
无阻、长期付出的轻慢，就是对老师缺乏起码的尊
重。

记者在湖南、河南、山西等地采访时发现，个
别地方干部抱怨申请不到公车，或车补不到位
等，出现了“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乡”的情
况。（5月29日新华网）

公车改革后“没公车不愿下乡”“尽量少下
乡”的现实，与改革前部分公职人员所流露出的

“车补低就不出差”的心态，互为呼应。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公车

改革更不是车改补贴发放制度化后就大功告成
之事。从衡量公车改革成效的维度来看，取消公
车，减少行政开支其实只是其中一个最为浅显的
考核指标，改革对于行政作风和效能到底能够产
生怎样的正向影响，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所在。

虽然这篇报道中，媒体的探访只是针对个别
地区，但从常识出发，“没公车不愿下乡”恐怕不
会是个别地区的偶然现象。这一判断既是基于人
性的固有利益偏好，更是基于公车制度设计上的
某种偏差。现行公车改革主要是以货币补偿来代
替公务配车，而补偿标准则主要是基于各级领导
干部和办事人员的职务级别，也就是说，级别越
高，获取的补贴标准也越高。

可以理解，在一开始，这样一种制度设计，有
利于凝聚改革共识，缓解改革启动的阻力。但也
必须承认，此种补贴标准，在本质上仍体现的是

“领导至上”的传统观念，它与公务用车的实际需
求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比如，基层干部或办事
人员用车需求可能是最多的，但拿到的补贴则可
能是最低，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下，“没公车不愿下

乡”就或有着某种制度必然性了。
再者，发放公车补贴，并非是此轮公车改革

的全部内容。按照相关规定，在取消公车后，应实
现“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目前，这项配套工作
的进展到底怎样了？政府在之中又应该扮演怎样
的角色？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市场化用车一时难
以推进，又该作怎样的过渡应对？这些“细节”不
做好，或说应有的责任边界不厘清，公车改革可
能存在的副作用就难以得到有效规避。

在行政效能的角度，公车改革后所出现的这
种“末端反应”其实是可以预见的。与之对应，其
实应该提前建立一种新的效能管理文化和制度，
以与改革无缝对接。但“没公车不愿下乡”的基层
反馈，说明行政效能的管理仍处于过于粗放的尴
尬之中。干部下乡到底有没有基本的考核要求？
要不要下乡，全凭干部自己说了算？

以损害行政效能为代价的公车改革绝非改
革本意，改革也不应有十全十美的幻想。但对
于已经暴露的改革“后遗症”，就必须要在改
革的再调整和精细化推进中加以消除。具体而
言，基于落实上的复杂性，改革举措是否应该
有差异化对待的空间？基于补贴标准与实际公
车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照行政级别发放的
补贴标准是否应该进行更为务实的优化？凡此
种种，都应该得到及时的回应。如果说取消公
车，考验的是有关方面的改革魄力和勇气，那
么,改革如何做到“善始善终”，更关涉的是
改革的智慧与平衡术。

作 者/ 张建辉

5月29日，来自川渝的2000名大学生在仙女山大
草原展开了西瓜大战。在场的大学生们跑进指定
区域，抓起西瓜瓤相互投掷，有的女生还借机向心
仪男生展开草原大追逐。不到1小时，1吨多西瓜被
全部砸光。（5月30日《重庆晨报》）

西瓜是让人吃的，不是用来砸的，这显然是一
种浪费行为。虽然西瓜是并不值钱的平常水果，但
暴殄天物，历来有违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如古人所
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浪费都是应该唾弃的行
为。何况，于我们的国情，还有很多人处于贫困之
中，如此糟蹋西瓜，一定让他们心痛不已。

实际上，类似的活动近年来层出不穷，名目繁
多，如“葡萄大战”“苹果艺术”“橙子海洋”等，都被
认为引进来自西班牙的西红柿大战，然而，国外
有，未必国内也可以有，有些“风情”引进与否，首先
也要尊重国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

现在这样的活动还被普遍当作一种减压的方
式。然而，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减压”，解决心理
障碍，只能养成任性、霸道的习性，使心灵逐渐扭
曲变形。而一旦这种发泄式“减压”养成习惯，只会
使自己陷入更深的心理陷阱。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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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大战”要考虑到

国人的价值观
□ 钱夙伟

反思“研究生之死”

别止于声讨导师
□ 陈广江

打通断头路需要勇气和方法
□ 刘义杰

“没公车不愿下乡”
需要改革调整来回应

□ 朱昌俊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