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加强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管理，规范道路停
车秩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济南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济南市有关方面制定了《济南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城市道路机动车停放管理的通告》(征求
意见稿)，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规定：
在城市道路内违反禁止停车标志标线停放机动车
的，一律处以100元罚款，并记3分。(7月10日人民网)

城市道路机动车乱停乱放现象，不仅影响了市

容，也阻碍了交通，带来一系列的交通安全隐患。伴
随着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加强城市道路机
动车停放管理，规范道路停车秩序，也就成为城市管
理者必须解决的议题。前段时间，媒体报道过，很多
游客将车停在贡院墙根街等景区背街小巷，导致只
有双向两车道的该街无法错车，拥堵严重。而附近开
元广场和红尚坊两大停车场却停不满。对此，交警一
天贴三遍罚单都管不住。

这次征求意见稿条款虽不多，却都是从规范城
市道路机动车管理着力，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惩戒
力度。比如，赋权交管部门对乱停放的机动车进行相
应处置的权力，借力“黑名单”、征信系统来惩戒逃避
缴纳停车费的行为，这些措施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值
得一提的是，此次征求意见稿中的“扣3分”的条款，济
南交警部门曾在2015年11月开展的专项整治中试用
过，取得了违法停车数目同比减少八成多的好成绩。

经过实践检验后再进行推广，这种制定规章的严谨
性和科学精神值得点赞。

总的来说，征求意见稿对城市道路机动车的管
理是“堵”。堵是必要的，但疏更重要。那么，什么是疏
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设更多的
停车位，让车主有地方可停。对于济南来说，城市空
地紧张，又要保护泉水和历史古迹。由此，就适合多
建一些立体停车位。比如，在建的新世界商城立体停
车场，通过改建原有的旧楼就“凭空”制造出了一个
大型停车场。这种模式很值得老城区借鉴。二是在大
量建设立体停车场的同时，可以推行“错时停车”，拿
出政府物业里面的停车场，在非办公时间开放给公
众停车。除此之外，还可以把区间小路划为单行道，
在保证通行畅通的同时，缓解大马路的交通压力。

当然，之所以要处罚城市道路违章停车行为，目
的还是为了交通畅通。但保障交通畅通，单一措施是

有限的，而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比如，可以进行人车
分流建设与管理。像在十字路口多建天桥、地道，以
及道路隔离带，缓解了拥堵的同时，也能分流出更多
的停车空间。香港在这方面的经验就特别值得借鉴。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但令人惊
讶的是，香港的城市交通畅通无阻，人们出行非常方
便，即使在交通高峰期，主要道路的车辆平均时速一
直保持在大约22公里的水平。香港交通之所以如此畅
通，除了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车辆总量之外，还实行了
大量的其他措施，如单向行车、电脑路口灯号调控、
局部限制沿线停车等。

城市道路机动车管理是一个民心工程，这就需
要相关部门拿出更大的财力、物力、人力去攻坚。虽
然疏的过程很痛苦、很费劲，但它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不仅利在当代，也功在千秋。济南打造区域性经济中
心、建设超大城市需要这样的长远规划和建设。

近日，广东省调整高校学费标准的消息引
发关注。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全国已有十
多个省份调整了高校学费标准。各地普遍强
调，学费涨幅考虑了居民经济承受能力。(7月11
日新华网)

大学学费未必不可以上涨，但大学学费上
涨要有据可依、有章可循，教育部等相关部门
应当明确订立几条规矩。

其一，公开高校办学成本明细账，加强成
本监审。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均教育成本，即高
校培养一名大学生究竟要花多少钱。尤需强调
的是，一些高校种种铺张浪费乃至由腐败造成
的损失，不能被计入生均教育成本。其二，召
开价格听证会。大学学费关乎民众切身利益，
按照规定，召开价格听证会是必经程序，而不
能由高校与价格主管部门密谋而定。只有兼顾
高校与百姓的利益，才能让大学学费调整更加
公平合理。其三，按照《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
行办法》，“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
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这是一条“政
策红线”，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逾越。其四，
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补助力度。高等教育虽不是
义务教育，但有公益属性。目前高校中特困
生、贫困生的比例高达20%以上，学费上涨会让
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某种意义上，加大对贫
困学生的补助力度，既是大学学费上涨的基本
前提，也是为学费上涨“正名分”的一种必要
方式。

有市民反映，天坛医院急诊室内有人出租
病床赚取暴利。记者调查发现，该院急诊“人
多床少”是常态，日租金22元的院方病床只有
51张，有“床贩子”借机以每12小时300元至
500元的价格向家属租床，生意火爆。(7月5日
《北京晨报》)

“号贩子”刚刚有些消停，价格高得离
谱、生意好到火爆的“床贩子”又接踵而来。
与“号贩子”无异，“床贩子”也是瞅准了患

者的百般无奈，进而不失时机地狠狠敲上一竹
杠。一面是输液及留观患者一床难求，一面是
“床贩子”乘人之危。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
与分诊制尚未到位以及医疗设施滞后不无关
系，但也从一个侧面反衬了医院服务的“短
板”。要让生意火爆的“床贩子”们停业，一
方面需要医疗服务设施的与日俱进，一方面需
要分级诊疗制的实施及完善，需要医院的管理
与服务跟上。

7月9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6年年会
开幕，在“大数据时代的食品安全”分论坛
上，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滕
佳材表示，多数民众视食品添加剂如遇见“猛
虎”，其实，食品添加剂只是现代食品产品中
的一样必需品。(7月10日新华网)

但凡牵涉到食品安全问题，就会牵动无数人
的心。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
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依照标准科学地使用食
品添加剂，可以使食品更可口、更有营养也更安
全。比如面包、饼干里有膨松剂；巧克力、冰激凌
里有乳化剂，大米中有防腐剂；可乐里有着色剂
和酸味调节剂，就连我们认为最传统、绿色的豆
腐，加进去的卤水也是原始的添加剂。可以说，食
品添加剂已经覆盖了我们的现代生活。超市的面
包如果没有面粉改良剂，不到一天就会变得干
硬；离开了食品添加剂，大概人们只能吃白水煮
菜，或倒退到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

人们之所以把食品添加剂看成“猛虎”，
一者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和非法添加物的区
别。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是一个重要拐点。
事实上，1981年，中国就出台了食品添加剂使
用卫生标准(GB2760)》，进入这个名单的才是
依照国际惯例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而三聚
氰胺、苏丹红也好，吊白块、瘦肉精也罢，从
来就没有进入过这份名单，根本就不是食品添
加剂，而是非法添加物。

二者就是食品添加剂有严格的使用标准，

不得滥用。什么食品能加，什么食品不能加，
加多少，必须严格控制。但一些不正规的生产
厂家利欲熏心，不按规定使用原辅科或不按标
准使用添加剂，甚至用食品添加剂或非法添加
物来掩盖食品缺陷，制作假冒伪劣商品。如将
老鼠肉冒充羊肉等等，让食品添加剂背了黑
锅。

民众视食品添加剂如遇见“猛虎”，折射
出食品安全焦虑。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恶性
案例屡见报端，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令人触目
惊心。目前市场上97%的加工食品都含有食品添
加剂，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也评估提出了食
品添加剂每日允许摄入量(ADI)。简而言之，食
品添加剂并非不好，但违规使用、过度食用，
则对身体有害，要使食品添加剂发挥正面作
用，关键在于监管。

首先，有关部门要强化监管力度。要细化
法律法规标准，严格追责制度，真正实现食品
生产销售的全程可管可控，对违规使用食品添
加剂的行为冒头就打，提高食品造假的法律成
本；其次，要增强企业的诚信意识与法律意
识，全面加大“打鬼”的力度，倒逼企业加强
食品安全的风险控制，促使更多厂家生产出安
全可靠的食品。最后，作为消费者，要树立全
面的食品安全观念，看清厂家厂址、QS标志、
生产日期等关键因素，遇到违规事件要敢于依
法依规讨说法，提高维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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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既要堵更要疏
□ 刘义杰 于荣双

学费上涨应有规矩

□ 晏 扬

食品添加剂安全要靠监管

□ 斯涵涵

7月9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委办公室、唐
山市丰润区政府办公室下发了一份《关于取消

“双休日”休假的通知》。文件显示，“各乡镇、街道
党委(党工委)、人民政府，区委各部位，区直各单
位：区委、区政府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至7月31日，
一律取消‘双休日’休假。而此消息被报道后，该
通知于次日中午被丰润区官方取消。(7月10日《光
明日报》微博)

唐山丰润区取消“双休日”休假，引发舆论强
烈关注。休息权是我国宪法直接赋予公民的基本
权利之一。《宪法》第43条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
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
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而我国《劳动法》
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
周工作时间规定不超过44小时。同时规定加班加
点每日不超过3小时，每月不超过36小时。因此，

“双休日”是公民人人必须享有的、不可剥夺的一
项法定基本权利。

当然，作为公职人员，双休日有时加班也是
正常的事情，毕竟有些工作不可能一时忙完，但
一定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一律取消“双休日”，
则侵害了公民依法享有的休息权。丰润区在发出
取消双休日休假通知，次日便收回一事上，确实
有点尴尬，需要对此反思。

休假权不容侵占

□ 樊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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