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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C1驾考报名费涨到3000元了。”90后小
赵想借暑假期间参加驾考，6月份他咨询了几
所驾校，得知报名费都是同样价位，这让小赵
惊讶不已。他告诉记者，一个月前，他的父母
曾到驾校咨询过，当时报名费是3000元，可短
短一个月，怎么就涨了近千元？

整治非法挂靠乱收费

6月15日，泰城24所驾校的C1驾考报名费
统一涨至3860元，费用一涨，顿时引来不少人
抱怨。为此，记者采访了泰安市驾驶员培训协
会副会长严文存。

“此次涨价是由驾培协会牵头，驾校行业
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是对驾校市场由来已久
的乱收费、恶意压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次
规范。”严文存将其称为行业内部的一次重新
洗牌。

所谓洗牌其实是各驾校对其名下的非法挂
靠点的一次整治，通过统一价格的方式，让挂
靠点失去竞争优势，进而被淘汰出局。据泰港

驾校一名隋姓负责人介绍，报考人数增多，但
由于驾校都会有一定的驾考名额，单靠驾校通
过正规渠道招生，完成不了名额任务，于是非
法挂靠点应运而生。

它们打着正规驾校的旗号，以极低的价格
招收学员，自己进行培训，而正规驾校通过向
它们出售驾考名额的方式从中获利。“出售一
个名额，驾校能从中获利一两千元。”严文存
说，通过这种方式，非法挂靠点与驾校实现了
“共赢”，却也把整个驾培市场搅乱。

据严文存介绍，目前，泰城几乎每所驾校
都有挂靠点，有的甚至多达十余个。它们通过
低价的方式将学员招进来，然后再以各种名义
从中额外收取费用，等一个学员学成之后，花
的钱数往往要高于正规驾校。它们这种低价招
生的方式，直接导致整个驾培市场的培训费长
期在低位徘徊。可由于挂靠点的大量存在，想
除去它们，并非一蹴而就。其中，除了驾校本
身不舍这块肥肉外，也存在主管部门监管上的
难度。据了解，由于挂靠点所用的培训车辆手
续都是驾校的，导致它们的存在具有隐蔽性，
这就使得交通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很难发现。

为了净化市场环境，驾培协会各成员商定
通过统一涨价的方式，来消除非法挂靠点的竞
争优势，对它们起到遏制作用。严文存说，协
会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将C1驾考报名费统一
为3860元，各驾校旗下的挂靠点也必须以此作
为收费标准。为了保证此项政策的执行，协会
拟定了《驾校自主公约》，规定每个驾校都要
向协会交纳3万元保证金，一旦发现有驾校
（包括各挂靠点）擅自降价，一次处罚5000
元。

促提升培训水平

所谓“一进一出”是指车管部门按成绩配
额给驾校考试名额，根据科目四考试通过的人
数，有多少人通过了驾照考试，驾校就能获得

几个名额。这就意味着，驾校在名额限制的情
况下，只有不断提高学员的考试通过率才能招
收更多学员。

记者从车管部门了解到，今年5月，考试
系统完成升级改造，加入统计“库存”学员功
能，结果全省学员积压人数过多的问题被暴露
出来。公安部要求山东省各驾校必须将积压学
员全部培训出去，否则不能受理新学员。

但这样又导致了急需办理驾驶证的新学员
拿不到证的问题。于是，从6月起，公安部又
对山东驾培市场放开，要求驾校对上述学员应
严格按照“一进一出”政策进行考试培训。
“近期，政策又有所调整，积压学员人数若在
驾校培训能力的三倍之内，驾校可以全额受理
学员。”泰安市公安交警支队车管所一名工作
人员介绍。

说到底，“一进一出”政策目的是削减驾
校的学员积压人数，提高培训质量，是主管部
门对驾校培训能力的有效监管。据了解，目
前，泰安学员积压人数将近8万人，这包括长
期失联且在考试有效期内的学员，考过科目一
但科目二没考、考过科目二但科目三没考的学
员。不过，从全省来看，泰安学员的积压人数
并不算严重，尚在可控范围之内。

为了保证驾校的培训质量，配合“一进一
出”政策的实施，相关部门要求驾校实行“一
车六人”制，若一车超过六个学员，就不合
规。

“一进一出”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了驾
校的招生数量，因担心学员迟迟不能考，驾校
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所顾忌的招生。这也从另一
方面倒逼驾校提升自身的培训能力。

据泰港驾校隋姓负责人介绍，当前考试通
过率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要想提高培训质量，
必须要加班加点，“以前，一天练七八个小
时，现在增加到十多个小时，这就是一种成本
投入。”该负责人说，驾校投入增加、培训成
本上涨，涨价成为必然。

高成本投入后续资金不足

不少人质疑，此次涨价幅度过大，冲破了
人们的接受底线。对此，泰安市交通运输局驾
培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3860元主要包括培训
费、考试费和教材费。根据泰安市物价局与泰
安市交通运输局在2013年联合出台的62号文
件，小型客车C1的驾驶员培训收费，驾校可按
省定培训收费基准价格（2600元），在上下浮
动 3 0 %的幅度内自行制定具体收费标准。
“3860元并未超出收费上限，是合理的。”

涨价幅度是否过大？严文存告诉记者，如
果就单次涨价而言，此次涨价幅度确实有点
大，但若纵观整个泰城驾校发展历程，涨到这
个价位还是可以理解的。

据他介绍，十年前，C1的驾考价格就已达
到2700元-2800元，而今年6月之前，泰城不少
驾校还在维持这个价位，“现在涨到3860元，
平均一年才涨100元，幅度并不算大。”

由于驾考价格长期在低位徘徊，再加上驾
校的高投入，致使驾校后续资金不足。据泰港
驾校隋姓负责人介绍，特别是“新国标”出台
后，驾校投入是巨大的。两项“新国标”不仅
对不同级别驾校的教练车数量作了硬性规定，
还对驾校训练场地提出严格要求，增加了交通
信号灯、公交站台、学校区域等标志。

去年起，泰城驾校纷纷按照要求进行改
造。“我们驾校光这部分投入就七八十万，这
在各驾校中算是投入少的。”该隋姓负责人
说，不少驾校都投入了上百万元。

另加车辆燃油费、教练工资上涨等因素，
原有驾考价格已支撑不了当前学员的培训支
出，致使驾校后续资金不足。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原先能培训200人的费用现在只能培训100
人，后面100人怎么办？只能临时用培训新学
员的资金补上，意外哪天驾培市场不景气，后
面的学员怎么办？驾校涨价成为必然。

驾校C1驾考价格涨至3860元 积压近8万学员等待驾考

驾考改革能否破解旧问题？

◆6月15日，泰城24所驾校的

C1驾考报名费统一涨至3860元，

费用一涨，顿时引来不少人抱

怨。为此，记者采访了泰安市驾

驶员培训协。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为民 秦会勇

“过去，在大街上喝扎啤、撸串儿的确很
过瘾，但烟熏火燎和随意摆摊的场景丢了泰安
人的脸，跟泰山的美不匹配。”泰安市民肖富
林告诉记者，今年借助创卫迎审，泰安少了烧
烤“围城”的困扰，空气也明显清新了很多。

“三无”烧烤油烟缭绕

曾成夜间另一道“风景”
“漫天的油烟，遍地的垃圾，还有此起彼

伏的吵闹声，都已经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
活。”说起“三无”烧烤的危害，家住泰安东
湖附近的杨女士忍不住大倒苦水。

“每天晚上七八点开始，烧烤产生的油烟
和孜然、辣椒味特别熏人，想不闻都不行。”
杨女士说，由于附近烧烤店很多，油烟和噪音
已经导致他们家十几年都没敢开窗子了。

“吃烧烤其实是百害而无一益，高温烧烤
味道虽美，但破坏了肉的营养素，还含有多种
致癌物质。”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作人
员称，“三无”烧烤特别是露天烧烤，卫生状
况让人担忧。“露天烧烤产生的油烟中含有污
染大气环境的细颗粒，目前对这种细颗粒还没
有好的去除办法。”泰安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
称，这些污染物随烟气排放，使摊点周围弥漫
着危害身体健康的气体。各大烧烤店特别是露
天烧烤正成为影响泰城环境的重要污染源。

面对“三无”烧烤难题，从今年4月份以
来，泰安以创卫迎审为契机，开始在疏堵结合
上寻求出路。由于“三无”烧烤整治涉及多个
部门，于是一支由当地公安、工商、食药监、
城管执法、辖区政府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
迅速成立。

2015年5月份以来，泰安市公安局、环保
局、工商局、食药监局、城管执法局联合下发
《关于整治露天烧烤的通告》，确定对市区露
天烧烤进行全面整治。对现有无证经营，即没
有《餐饮服务许可证》或《营业执照》的烧烤
餐饮业户一律依法予以取缔。

经过数次大规模集中行动，在东湖路、迎

胜路、文化路等路段清理违法烧烤餐饮业户
143处，特别是对东湖路、文化路、灵山大街
等烧烤重灾区的清理取缔，遏制了烧烤污染环
境的现象。

同时，泰安市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合理规
划选址，建设了六处烧烤园。目前，梦泰山啤
酒烧烤园、云海烧烤园、温泉路北段烧烤园已
投入使用；枣行烧烤园、粥店烧烤园和高新区
烧烤园也即将投入使用。一堵一疏，泰安烧烤
“围城”难题得到彻底根治。

违法烧烤摊绝迹

烧烤园内吃串渐成潮流
“今后想在路边吃烧烤，怎一个‘难’字

了得。”7月6日，不少泰城市民感叹，烧烤店
越来越少，路边摊更是绝迹，吃烧烤只能进

“园”了。
每天下午五六点钟，位于泰城东部的云海

烧烤园和泰城南部的梦泰山啤酒烧烤园内的烧
烤店就开始挤满了人。

“刚开始觉得取缔了烧烤摊，今后吃烧烤
就不方便了，现在看来这些担心都是多余
的。”喜欢吃烧烤的市民黄先生说，烧烤园内
聚集了大量烧烤店，规范经营了，食品安全有
了保证，服务质量也明显提升。

“以前不想来烧烤园，主要是怕生意不
好。”以前在灵山大街经营烧烤店的一家店主
告诉记者，没想到现在生意越来越红火，很多
顾客来晚了都没有座。“与其天天‘东躲西
藏’，与执法人员‘打游击’，不如搬到烧烤
园内，省事又省心，也不少赚钱。”

“三无”烧烤整治后，泰安的空气质量明
显提升。6月16日，全省大气环境质量17城市排

名出炉。据数据显示，5月份，我省未出现重
污染天气，“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平均
为24 . 2天，同比增加了0 . 3天。其中，泰安“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为28天，跃居全省第
三名，内陆城市第一名，空气质量显著改善。

管理不在于一时

积极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在过去的几年里，相关部门对“三无”烧

烤采取了许多措施，虽然当时取得了成效，但
一段时间之后，“三无”烧烤又死灰复燃。久
而久之，露天烧烤成了城市卫生、交通、空气
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如何防止反弹，让烧烤
良性发展，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城市管理成功与否,绝不能只由一把尺子来
衡量。泰安市城管执法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和
摊贩们“打游击”的做法，既浪费了综合执法
的人力物力，又不能有效治理“三无”烧烤；
从市民需求的角度来说，一律“不准”、“不
行”的“一刀切”做法，也不利于平衡食客和
商户的双方需求。

因此，泰安市改变对“三无”烧烤的传统
管理方式，变“围堵”为“疏堵”，首先要求
商户对烧烤炉具进行改造升级，同时对露天烧
烤进行了集中整治，对符合入园经营的，纳入
烧烤园，进行规范管理。

在此次创城迎审中，泰安市明确了属地管
理的原则，在部门联动进行大规模整治的基础
上，各街道加大对辖区违法烧烤户的巡查、监
控、取缔力度，及时发现、及时取缔，始终保
持高压态势，有效杜绝了烧烤户再次违规经营
现象。

在整治“三无”烧烤过程中，泰安市立足
实际，不断积累经验教训，开始逐步探索建立
长效管理体制。下一步，市城管执法局将采取
动静结合、长效管理的方法，积极协调属地政
府，尽快落实社区盯守人员，结合人行道护栏
建设工作，实现动态盯守和静态管控有机结
合，逐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

疏堵结合、借助创卫迎审建立长效机制———

泰安模式破解烧烤“围城”之困

◆泰安不仅对城区内存在无

工商营业执照、无从业人员健康

证及卫生许可证、无餐饮许可证

的“三无”烧烤店进行专项整

治，还通过联合执法、烧烤园建

设、属地管理等一系列行之有效

的措施，彻底解决了烧烤难题，

并逐步探索建立起烧烤整治的长

效管理机制，探索出破解烧烤

“围城”之困的泰安模式。

□记者 刘培俊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记者了解到2015泰安

高考录取工作于7月6日正式开启，计划7月24日
结束，共分五个批次录取。此外，7月4日起，
泰安市民可以查阅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成绩。

第一次填报网上志愿已于7月7日结束。今
日至12日，第一、二批次录取。7月13日，第一
次发布录取情况。

第二次网上填报志愿时间为7月14日至15
日，填报普通高中统招生志愿及是否服从调
剂。第三批次与第四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16日
至17日，录取普通高中统招生和服从调剂考
生。第二次发布录取情况时间为7月18日。

7月19日至20日为第三次网上填报志愿，填
报职业学校剩余计划志愿，同时有提前批次自
主招生剩余计划的高中进行自主招生补录。7

月21日，自主招生学校开始上报剩余计划补录
名单。

7月22日至23日，第五批次录取工作开始，
录取职业学校剩余计划，以及普通高中自主招
生剩余计划。7月24日，发布第三次录取情
况。

高中录取资格线划定。普通高中招生录取
报名资格线方面，泰安市各县市区根据招生计
划和考生成绩情况，划定本县市区普通高中招
生录取报名资格线。市直高中普通类考生招生
录取报名资格线为700分，艺体特长生招生录
取报名资格线为500分。

低于普通高中报名资格线的考生可直接参
加职业院校的招生录取。具备普通高中报名资
格而未被录取的考生，可继续参加职业院校的
招生录取。职业类院校招生录取报名资格线方

面，主要分四类。其中，3+4(三年中专+四年本
科)高职试点本科报名资格线为742分，2+3(两
年中专+三年专科)高等师范教育为636分，三二
连续(三年职业中专+两年高职)高职、五年制高
职为360分，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技工院校
不设最低线。

7月4日，泰安市初中学生学业考试成绩开
始公布，同时公布分数段情况。针对初中毕业
生，今年起，指标生志愿系考生的第一志愿。
凡具有指标生资格的考生须填报指标生志愿，
否则不得参加统招生的志愿填报和录取。填报
阶段，若考生遗忘平台登录密码，切勿慌张，
可通过手机进行自行找回。若无法找回，考生
可通过学校联系平台管理员协助找回。填报网
上志愿结束后，考生须打印一式三份，考生本
人、初中学校、县市区教育局各留存一份。

泰安高中录取资格线划定

□记者 刘培俊 报道
▲泰安市温泉路北段烧烤园内，不少烧烤店陆续进驻。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玉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7月7日，记者从泰安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即日起泰安市将全面展开对
小餐饮的专项整治工作，“规范提升一批、突击
改造一批、限期治理一批”。

据了解，泰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各县
市区局及市局创卫迎审十大网格各督导包保组下
发了《关于实施“三个一批”全面做好小餐饮整
治工作的通知》。要求按照“提升、规范、取
缔”的原则和目标，对基础条件较好的食品经营
单位，扶持引导提升食品安全水平；对基础条件
较差的经营单位，面对面地监督经营者进行改
造，直至达到创卫要求；对食品安全意识差、自
身管理不到位的经营单位，加大监督执法和教育
力度，督促其整改，使之达到创卫要求。

小餐饮专项整治行动中将加大检查频次和检
查力度，实行“五看”“五查”：即看门前环境
卫生、看就餐环境、看操作是否规范、看餐具卫
生；查证照、查台账登记、查消毒记录、查“三
防”设施、查添加剂使用。对存在问题的经营单
位，执法人员均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并在规定
时间内复查，督促其整改到位。

小餐饮专项整治
全面展开

□记者 张强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泰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对2015年泰安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单位进
行公示，泰安市10家医院、55家门诊、111家零
售药店共计176家单位被确定为医保定点单位。

据了解，根据相关规定，经研究，拟将新汶
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心医院内蒙能源分院等
10家医院、市红十字会服务中心诊所等55家门
诊、泰山区普泽大药房等111家零售药店确定为
全市医保定点单位,并对其进行公示，公示期内
无异议的，公布为泰安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单
位。

176家医保

定点单位公示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宁娟 报道
本报泰安讯 6月5日早上8路公交车内，一

名女童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小便解在公交车
内，年轻的父亲发现后立即用纸巾将地面擦拭干
净，赢得车内乘客一致称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和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人人“创卫”
城市文明

▲年轻的父亲正在擦拭地面。

□记者 郑莉 通讯员 张宾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近日，全省第一批300处“乡

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名单公布，泰安市共有17
处文化遗产入选。泰山景区大津口乡被列为传统
文化乡镇，东平县接山镇常庄村等9处被列为传
统文化村落、街区，东平县接山镇常庄村民居等
3处被列为传统民居，泰山景区大津口乡李家泉
村知青博物馆等4处被列为乡村（社区）博物
馆。

据介绍，“乡村记忆”工程是“记得住乡
愁”、“留得住乡情”的载体工程，是我省探索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模式的创新尝试。自2014年“乡村
记忆”工程普查启动以来，泰安市开展了“乡村
记忆”工程普查和申报工作，推荐上报了96处
“乡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

17处文化遗产入选
“乡村记忆”工程

□记者 郑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日前，《山东省第五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全省共有418处文物保
护单位入选，泰安有23处文物保护单位上榜。

在77处抗战遗址、纪念设施类中，1938年位
于泰安市新泰天宝镇的山东省委旧址暨八路军山
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司令部旧址、1946年泰安市
岱岳区祝阳镇的泰安抗日烈士公墓等5个泰安文
物保护单位入选；在古遗址类124处文物保护单
位中，东周至汉时代的宁阳县东庄镇郕城故城等
6处泰安文物保护单位在列。在34处古墓、84处
古建筑、5处石窟寺及石刻以及85处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中，泰安市古墓2处、古建筑4
处、石窟寺及石刻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4处入选。

23处文物上榜
省级文物保护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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