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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照自学自考
不过是权利归位

□吴江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24日表示，将在全面深入推进车检改革的同时，推动机动车

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公安部正在组织调研论证，争取尽快形成改革具体措施。人

们期盼已久的驾照自学自考，或许在此轮改革中有所突破。（今日本报12版）
不必要的权力，总会对应不必要的交易成本。现实中，驾考这事儿，的确不是你

驾驶技术过关，便有资格去考。相反，就算你早有多年的驾龄，且完全具备考试通过

的能力，但假如不在驾校报名，并给驾校掏上一笔可观培训费，恐怕仍然连驾考报名

的资格都没有。

现实中，由于驾校成为通往驾考的唯一通道，除了驾校的培训费之外，各种“排队

费”、“加练费”，甚至如果不和教练意思一下，不仅练车过程没有好脸色看，恐怕驾考

的进度也会被人为地拖长，与其说这是驾校教练的素质问题，毋宁说很大程度上缘于

多余的权力在从中作祟。既然在驾校培训是学员的唯一选择，何时算是培训完成，何

时才有资格去参加考试，完全由驾校说了算，驾校在驾考流程中掌握的主导权，形成

寻租空间，也就并不意外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一些交警部门与驾校有暗中的利益

往来，甚至曾曝出交警部门入股驾校的黑幕。

驾考与驾校本不该捆绑，更不该因此而形成垄断的权力，而更应充分分离，驾校只

提供培训，驾考则可以完全向公众开放报名和预约，只要完成学时，通过考试，学员究

竟在哪里练习，在本地还是异地驾校，甚至是否在驾校学习，其实都不必成为门槛。而

不再是唯一驾考路径的驾校，也才会回归其驾驶培训的本位，努力为学员提供更好的

服务，而不是仰仗其与驾考环节的亲密关系侵犯学员权益，谋取额外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说，“驾照自学自考”其实不过是权利归位，而这一权利本不该被驾校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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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上班看黄色小说
都是闲出来的毛病

玩游戏、看电影、

网上购物……部分干

部坐在办公室，心却不

在工作上。在“反腐风

暴”席卷下，一批“廉而

不勤”官员受处分引发

关注。河南三门峡市

纪委在一次暗访中，发

现一名科级干部正在

电脑上看黄色小说，打

开他的优盘，里面黄色

小说达 600 多部。（11
月24日《广州日报》）

勤未必就不贪，不

勤也未必就廉。那些

推诿拖延、效率低下，上班玩游戏、看电影、网上购物的官员未必就不贪，只是有关部

门暂时没发现问题，而其慢作为、庸作为、懒作为行为却被抓了现行或是证据确凿抵

赖不掉。即使确实没有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行为，上班总不干正事，工作推诿拖拉、

敷衍塞责、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的官员，对得起用纳税人血汗钱发的工资吗？这种形

同吃空饷的行为同样是腐败，与廉政毫不沾边。更别说因其“为官不为”行为影响正

常工作或群众办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未必就比贪污受贿来得少。

“为官不为”现象，除了问责不力、违法成本太低外，也与机关岗位设置不合理、工

作量差异过大有一定关系。同一级别的公务员，只因部门或岗位不同，工作量就截然

不同，忙的忙死、闲的闲死。那些闲得没事干的人，看完了报纸不玩游戏、看电影、网

上购物才怪呢。公务员上班不务正业，也反映出精简机构、减少冗员的必要性。很多

公务员上班时间闲得无聊的同时，党政机关却有大量超编人员或编外聘用人员，实在

很荒唐。但精简机构、裁汰冗员不能只注重精简编制，还要切实减少财政供养人数，

同时严控预算外收入和支出，防止边减边增、明减暗增。通过减员增效、严格考核来

推动机关作风转变，才能真正杜绝“为官不为”现象。 叶小娟/文 朱慧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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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州三天需登记，不该只是人身监控

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广州市政府官网公布了外来人口管理的新规

定，称自到达居住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登记，容留外来人员居住的房屋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代管人、用人单位、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物业服务企业等都有责任及时报送

相关居住信息，违者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但到广州旅游、出差、治病、开会等不需登记。

人身监控不应成为人口流动登记的唯一目的。作为一种城市人口管理方式之一，管理

本身就是要将外来人口同城市原住人口统一考虑到城市建设这一盘棋上来。

海南媒体驳斥“20万东北人搞坏三亚名声”

海南媒体昨日刊文称，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三亚大排档、出租车被东北人垄

断，他们不爱惜三亚名声，所以是20万东北人搞坏了三亚名声。但这并不是事实，凡

事要一分为二。我们既看到操东北口音游客打三亚导游，也要看到辽宁籍的三亚女

公交车司机帮乘客追回被盗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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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人流”
放大社会痛感
□汪昌莲

“三分钟，可以做什么？”听到这句话，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是什么广告。10 年前

落足西安的女商人，这些年凭借“无痛人

流”的招牌，获得了不菲的物质回报。据

统计，我国每年有约1300万人次的人工流

产，其中约一半为重复流产。无痛“三分

钟”可能更痛。统计显示，做过 4 次人流

后，不孕症发生率将高达 92.13%。（11月
24日《华商报》）

事实上，人流带给女性的伤害，是显

而易见的。专家指出，近 9 成继发不孕的

患者有过人流史，人流次数越多，出现并

发和后遗症的概率越高。可见，人流并

非像广告说的那么“轻松”。然而，我国

每年有 1300 万人次的人工流产，其中约

一半为重复流产，这个数字让人的心情

变得异常沉重。特别是，此前据媒体报

道，长春一名 18 岁女生两年内做了 8 次

人流，另一名做人流的女生年仅 14 岁，令

人既痛心又担忧。

不可否认，人流泛滥化、低龄化，已经

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尤其是

未婚女孩，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轻易不

会把她们跟“怀孕”、“人流”等敏感词挂

钩。然而，根据2013世界避孕日中国调研

报告显示，37%的青少年初次性行为发生

在 19 岁以前，64%的青少年有婚前性行

为。同时，15岁至19岁有性经历的青少年

中，超过七成曾有过无防护的性行为。特

别是，有的女孩未婚先孕如“家常便饭”，

做人流像患了一次“感冒”，对性如此的随

意和草率，令许多成年女性也望而生畏。

无痛人流，放大了社会痛感，值得教

育、卫生、工商、司法等部门反思。若要遏

制人流泛滥化、低龄化现象，首先应对人

流手术进行规范，严厉杜绝医院受利益驱

使，滥做人流手术。同时，广告监管方面

的法律应该更完备、更具体，也更有操作

性。比如，国家应出台相关规定，明确禁

止人流广告的发布。特别是，应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及思想道德建设，在中小学阶

段，对学生进行健康有益的性教育，让他

们正确面对生命、爱和性。

立法控烟还须
打破利益垄断
□张燕

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网站消息，

卫生计生委日前起草了《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送审稿明确，所有室内公共

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此外，体育、健

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

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等也

全面禁止吸烟。（11月24日中新网）
作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

方，中国曾承诺将在2011年1月9日起

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2010 年，卫生

部也曾表示，要在 2011 年实现这一目

标。不过，甚是遗憾，控烟目标并没有

如期兑现。至今我国仍无一部国家级

的无烟立法。正是因此，也才有了今

天立法控烟的征求意见稿。但不得不

说，这部控烟立法征求意见稿，可以说

来得太迟。

遍览世界，严厉的控烟措施，在发

达国家已经非常普遍，这是对国民健

康的保护需要。甚至一些国家，在休

闲的酒吧都禁止吸烟。从 2004 年 1 月

1日起，爱尔兰明文禁止人们在酒吧里

吸烟。反观中国，不仅控烟乏力，甚至

还滋长烟草经济。

不难理解，作为全世界唯一实行

烟草专卖的国家，同时是世界第一大

烟草种植国、第一大消费国，利益上

的牵绊实在太多。出于财税和地方

政府对短期利益的考虑，造成了我们

在禁烟问题上一直表现乏力。但为

兑现对公约的承诺，以及对国民健康

的负责，有必要早日完成控烟立法。

立法控烟多年未能完成表明，要

实现公共场所全面控烟，阻力很大并

不容易。其实，更大的阻碍在于，即便

立法控烟完成了，如何兑现也是个问

题。不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难以实

现，明令禁止的烟草广告依旧可以大

行其道。这说明，控烟不是有法规就

可以实现的。

只有鼓励更多不吸烟的人、反对

烟草的人进入控烟行列，让控烟有法

可依，吸烟率才会下降，才能和烟草经

济受益集团形成博弈能力。从远处

看，打破烟草经济公众的力量不容忽

视。烟草企业和烟草企业的利益代言

机构——烟草专卖局，当然会千方百

计保证烟草行业发展繁荣。这其中，

也包括使用各类隐形广告、软广告，以

及所谓公益广告等手段来混淆视听。

控烟之路必然漫长，因为禁烟的根本，

在于打破现有的烟草专卖制度，让烟

草经济不再是垄断利益。

彻底打破烟草专卖制度，地方上

是没有动力的，但要全面禁烟，考虑全

社会长远的健康问题，中央必须下决

心，这才是禁烟的关键。

一些评比表彰
沦为花钱买“帽子”

2006～2009 年，全国清查出各种评比

达标表彰项目 148405 个，保留了 4218 个。

然而到了此轮教育实践活动时,全国又压

缩了此类项目19.2万多个。由此可见，此

前这些评比表彰又再反弹。一些评比表

彰沦为花钱买“帽子”；在基层,甚至谁得

奖、谁先进都“轮流坐庄”。 @新华网

经得起批评
更要解决好问题

针对网友写公开信抱怨雾霾，近日郑

州市政府回应称骂骂无妨，欢迎大家多提

建议。多了倾听和理解，一场公信危机成

功转化为治理契机。然而，光认识到工作

不足还远远不够，抓住症结攻克民生难

题，才是对民众吐槽的最好回应。做得好

才是真的好，市长您说呢？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