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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济阳玉皇庙村口发生惨烈车祸，电动三
轮车上祖孙四人被夺命。事故发生才两天，12月25日，
在商河县到临邑县道路上，又发生一起同样事故。一
辆电动三轮车同轿车相撞，三轮车上祖孙四人被撞
飞，造成一死三伤的悲剧。(12月27日《齐鲁晚报》)据
悉，从2016年上半年的事故统计看，仅济南市区平均
每天就接到交通事故报警400多起，其中涉及电动车

（二、三轮）的多达七成。(12月27日《生活日报》)
电动车因为清洁无污染、噪音低、体量小、易停

放等特点，加之速度虽低却快过步行，载重虽小却超

过自行车，使得电动车成为单人甚至家庭代步出行
或载货出行的较好工具。隐患也由此而生。速度慢只
是相对一般的机动车或燃油摩托车而言的，电动车
自身的绝对速度却并不算慢，这就使得电动车在与
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撞击力度丝毫不亚于机
动车之间的相撞，产生的后果自然也就不会像自行
车那样轻微。更重要的是，由于防护性能不佳，加上
相关交通法规对电动车驾驶人员的安全防护缺乏强
制性规定，也进一步加重了事故发生时的损害程度。

不仅如此，在电动车的管理上，目前还没有强制
性的挂牌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使有录像和目击
证人，一旦肇事者逃逸就很难被追查。实际上，正是
在这一点上的“优势”，使得很多电动车驾驶人员变
得有恃无恐，如：不按规定车道行驶、过马路不看红
绿灯、拐弯不打转向灯、随意变道或见缝插针。

近些年，与电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明显增多，就

是这些问题所导致的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毛病这么多，非一人所惯。为了规避现行法律法规的
限制性规定，电动车生产厂家通常会通过技术手段
对电动车的最高速度进行限制，但为了吸引人购买，
生产厂家又往往会留下改装限速装置的“后门”。在
销售环节，甚至会直接为购买者提供“提速”服务。到
了使用环节，电动车的驾驶人员自然喜欢速度快一
些，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花电动车的钱享受普通机动
车的感觉更爽的事了。最要命的是，在上路行驶的管
理环节，由于缺乏像机动车那样的强制性规定，电动
车的管理事实上处于自由放任状态。

对电动车，人们长期看重了它好的一面，政府部
门看到了它的清洁无污染，使用者看到了它的轻便
快捷，生产者则看到了国家对新能源交通工具生产
的支持和巨大的市场需求，而当人们终于无法再忽
略它危险的一面时，电动车已经呈现出泛滥之势。泛

滥，意味着管理上的困难，困难则导致了选择性无
视，事实上的放任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幸的是，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放任就等于纵容，纵容的代价则
是无数或伤或亡的生命。

必须看到，无论是普通的机动车还是电动车，都
是由人驾驶的，所发生的与其有关的交通事故，也大
都与驾驶人员自身的驾驶行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比如，济南交警就表示，电动车违法最突出的是
闯红灯、不走非机动车道和逆行等。这些，与车辆本
身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驾驶员自身素质不佳所致。

减少或消除与电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一方面
需要从生产、销售、购买、使用、管理等环节完善制
度，加强管理，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对电动车驾驶人
员的管理，增强其交通安全意识。只有人、车同管，双
管齐下，才能有效减少电动车泛滥无序的现状，切实
保障公众交通安全。

据新华网报道，国家邮政局政策法规司司长
金京华12月22日谈及“快递包装引发的垃圾污染问
题”时表示，针对快递包装引发的垃圾污染问题，

《邮政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绿色邮政
的目标，明确了推动行业绿色健康发展的具体任
务。一是推广环保应用。二是推动节能减排。

快递行业给人们带来便利生活的同时，每天
数以亿计包裹所用的塑料包装和打包胶带，也给
环境安全和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数据显示，
2015年快递业使用胶带169 . 85亿米，可以绕地球赤
道425圈。有资料显示，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需
要300年的时间。近年来，部分商家出于社会责任，
也采取了一些环保措施。比如，提供纸包装、布袋，
对塑料袋收费，等等。但是往往坚持不了多久。

今年6月，在杭州召开的全球智慧物流大会
上，快递业巨头菜鸟网络宣布联合32家合作伙伴
启动“绿动计划”，承诺到2020年替换50%的包装材
料，填充物为100%可降解绿色包材。这对于减少环
保负担，保护民众健康，引导消费者的消费习惯、
环保习惯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不过，对于靠低利
润高业务量运转的快递行业来说，使用环保包装
会增加经营成本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
推广环保包装不仅是商家和快递行业的责任，亿
万消费者要主动担责，不能乱用乱扔塑料袋，要从
如何使用环保包装袋这种小事做起。

据《现代快报》报道，6岁女童跟着家长横穿马
路，但家长不知道的是，孩子突然折返，结果被疾
驰而来的汽车撞飞……近日，常州经开区交警大
队公布这起重大交通事故的案情，作出事故认定，
双方应当承担共同责任。

6岁女童横穿马路遇横祸，结果饱受丧女之痛
的家长还要承担责任，这看上去挺无情的。但从法
律角度说，这样的事故认定结果并无不妥。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规
定，“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
过；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通过；
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
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
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这意味着6岁女童横穿马
路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是引起这起事故的重
要原因。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四条规定，

“学龄前儿童以及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
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在道路上通行，应
当由其监护人、监护人委托的人或者对其负有管
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换句话说，确实如交警部
门所言，女童独自横穿马路惨遭横祸，其父母作为
监护人却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理所应当为这起悲
剧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孩子成长的道路
上，家长必须努力尽到安全保护责任。

家长为孩子遇车祸

担责的警示
□ 何 勇

减少快递包装污染

需要社会合力
□ 叶祝颐抗肿瘤分子靶向药，一支动辄几千元甚至

上万元，从明年开始，我省参保职工可以用大
病保险报销了。日前，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职工大病保险制度的意见》，自2017
年1月1日起实施，继城乡居民之后，我省职工今
后也有大病保险了。2017年，我省职工大病保险
起付标准为2万元。起付标准以上的部分，给予
60%的补偿；一个医疗年度内，职工大病保险资
金每人最高给予20万元的补偿。据了解，我省是
全国首个建立全省统一的职工大病保险制度
的省份。（12月22日本报）

谁都听过那些让人心痛的顺口溜：“辛
辛苦苦三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十年努
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许多人听说
过“卖身救父”之类的病人家属求助事件，
这是大病群众有病难医的见证。好在2012年
8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下发《关于开展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
从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医保基金中切出一部
分，为大病患者提供“二次报销”，以防因
病致贫。此举让众多大病家庭受益，也点燃
困难群体遭遇大病重病时的希望。山东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职工大病保险制度
的意见》，决定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职工
大病保险制度，这是给大病患者的又一份厚
礼。

过去，大病医保的范围只有城乡医保和
新农合参保人，职工和未参保者还无法享受
大病医保。前文提及的患病求助事件里很可
能也有职工或家属，他们在治疗大病的过程
中，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外贵重药品的费用要
自己承担，也需要大病保险济困解危。毫无
疑问，眼下我省在全国首开了职工大病保险
“先河”，对于全省的广大职工来说加了一
份健康保险，对患大病的职工而言则是雪中
送炭。

毋庸置疑，这件雪中送炭的暖心事让人
欣慰，但叫好声中对职工大病医保的某些担
忧也不得不说。首先，政府招标选定商业保
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时，要慎之又慎，确保
“救命钱”的安全。商业保险公司具有趋利
性，需要对其实行更严格的监管，让大病保
险基金用到刀刃上。再者，职工大病报销有
起付标准（2万元），标准以上的部分才能得
到补偿，医疗机构会不会借机滥用药物、人
为地开大处方渔利？如若这样，好事情会变
成新矛盾，所以监督机制要跟紧跟牢。另
外，有关部门不要以为职工有了大病保险就
可以一保了之，职工患大病有身体之痛，也
有情感心灵的打击，他们需要方方面面的关
怀。总之，要把各个环节考虑周全，努力把
职工大病保险这件好事办好。

职工大病保险

要好事办好
□ 杨润勤

放任离纵容有多远
□ 张楠之

20多年前被拆的济南老火车站，是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长久的痛。这个建于100多年前的哥
特式老建筑，被誉为“20世纪初世界上优秀的交
通建筑，是当时中国可与欧洲著名火车站相媲
美的建筑作品”。被拆之后，当地曾有过复建动
议。最近，当地媒体就复建展开新一轮调查投
票，似乎想弥补当年的遗憾。当初的粗暴拆除，
事后证明是一个无知且短视的重大失误。想复

建出于怀旧也好，出于纪念也罢，这种情感是可
以理解的。然而，历史建筑其实不可再生。面临
损毁的建筑，可以秉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做一定
程度的修复，但这和重建一座“赝品”老车站，还
是不同性质的事情。正像老车站工作人员说的，

“拆了真的，建个假的，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个赝
品”。失去文化意义，最多成为摆设，聊以自慰罢
了。(12月2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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