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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驾照自学直考
须宽进严出

□禄永峰

“回谁家过年”不应成为“节日战争”
□杜学峰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

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出台了一系列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的新举措。试点自学直考将按照《意见》试点推进的要求和“依法、规范、

稳妥、有序”的原则逐步开展。今年，先期在天津等16个城市开展自学直

考试点。（今日本报04版）
无疑，试点驾照自学直考举措，是打破驾校垄断、直面市场迈出的一

步。现实的教与学、学与考中，一面是驾校学员数量暴增、收费持续上涨，

一面则是一些地方屡屡上演“驾考腐败”，让人不禁为维护道路安全的最

后一道防线捏把汗。今后，试点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这对于减轻学

员参加驾考考试费用支出自然不乏积极意义。

自学直考，给予学员最大选择权。只要学员用心，掌握基本理论与实

践操作技能并非难事，到一定时候再预约参加车管部门专业考试，这样既

给学员节省不少费用、节约了不少时间，又有效回避了驾校对学员的不合

理钳制，可谓一举多得。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驾考并非普通考试，在实

际操作中许多学员或将难以绕过驾校这道“坎”。新手学车，谁来教，去哪

练，又借用谁的车练，现场操作安全如何得到保证，这些都是问题。

因此，相比其他考试，驾考是牵扯人命关天的大事，坚持对学员自身

利益考量的同时，还必须有效杜绝行贿受贿之风，防止各种“潜规则”盛

行，达到“宽进严出”的行业铁律，这理应是善策之根本所在。一方面，放

低行业准入门槛，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驾培行业，与现有驾校形成竞争的同

时，适当增加新的考试内容，增强考试难度，全面提高驾驶员的驾驶能力，

减少“奇葩司机”的产生。另一方面，考试全程应当实行电子精细监控，彻

底杜绝权力寻租行为。

推行驾照“自学直考”须宽进严出，必须用铁的制度和纪律，让驾驶考

试在跟高考一样的环境里严肃有序运行，杜绝“人情试”、“关系试”、“金钱

试”，发挥其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唯如此，驾驶考试程

序才会透明公正，对任何学员才会一视同仁。想必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

驾驶考试面前，学员与考官的行贿受贿不正之风自会消弭。

因春节回哪边父母家过年的问题，四川仁寿男子刘洪兴和妻子从元

旦起争吵，谁也说服不了谁，在大吵一架之后，他愤然与妻子分床而居，每

晚在客厅沙发上睡觉，一周过去，夫妻俩仍未能达成一致。3日，开了一个

小时的家庭会议后，最终决定全家去云南旅游。（2月4日《成都商报》）
一对夫妻为过年回谁家争吵了一个月，并分床而居，令人哭笑不得。

然而，这种“节日战争”，在各地频发。此前有媒体报道，一对小夫妻竟然

为了过年回谁家而闹离婚，不过后来又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复婚了，悲剧

变成了闹剧。应该说，夫妻争着回自己家陪父母过年，出发点都是好的，

都是为了尽孝；但为了尽孝，让感情出现裂痕，让婚姻出现危机，既违背了

孝道的本意，也是双方父母不想看到的结果。

调查数据显示，57.65%的受访者今年优先回女方家过年，表明女同胞

从整体上赢得了这场战争。然而，数字背后是无数的纷争乃至悲剧。从

某种程度上讲，去谁家过年，不仅牵涉到家庭地位问题，也折射出了男女

平等问题。换言之，在去谁家过年面前，夫妻双方的决定权是均等的。然

而，正因为双方势均力敌，才会互不相让，才会引发“内战”。

可见，夫妻吵架甚至离婚，去谁家过年仅是一个引爆点，折射出夫妻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公平、自尊、面子等等问题。如果夫妻双方在

日常生活中多一些交流和理解，多一些宽容和礼让，到春节面对这个问题

时，肯定可以迎刃而解，也会和谐许多。比如，夫妻双方协商好，一年回婆

家，一年回娘家；又如，把双方父母聚在一起，过个真正的团圆年。

古语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作为独生子女，应

想到同为独生子女的另一半，也有孝敬父母的同样心情。因此，夫妻双方

换位思考，互相体谅，就能让这个春节更和谐、更温暖。

职工福利回归
激励了工作精神
□贾志勇

在反腐高压之下，北京的年货团购市场一直冷清。

不过，记者发现，今年的年货团购市场有了回暖迹象。有

老字号企业负责人分析，前几年企事业单位对于反腐红

线不明确，所以“一刀切”地取消了职工福利，而随着纪

检部门对于“红线”到底在哪儿逐渐明确，一些企事业单

位也开始放下包袱，逐渐恢复了对员工发放正当福利。

（2月4日《北京青年报》）
比较十八大以来，行政企事业单位年终过节“连一

根葱也不发”，现在年货团购市场回暖，可见职工福利

被重新提上了日程，这是一种良性回归。如果能够吃

透“红线”，把握好尺度，职工赢得该有的福利，应该不

是问题。窃以为，职工福利发放的“红线”能够把握

好，首先需要跟进监督，尤其是搞好财务审计。不然，

在具体发放过程中，仍会陷入乱象，重蹈十八大以前

的覆辙。此中，两种后果必须杜绝，一是福利发放额

度会逐年加码；二是一般职工与领导干部的福利不均

等，存在差距。

不难想象，后者将极为严重。因为操作不当，肯定要

伤害一般职工的感情和工作积极性，以及团队的凝聚力、

向心力，尤其不利于良好工作精神、风气的培养和激励，

行业认同感、尊荣感亦随之丧失。说白了，福利是职工酬

薪之外的待遇，是职工权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必须保

证合情合理、公平公正发放，才有其正面作用可言。否

则，就得不偿失，要弄巧成拙，一切事与愿违。这用时下

一个时髦的词语概况，就是要“精准”。福利精准，才能

给人温暖，让人人心悦诚服。

基于此，职工福利发放工作，就该充分征求单位全体

职工的意见或建议，并向纪检部门报批，以确保将好事办

好，不出漏洞，不出偏差，不给人添堵。

开车带牛奶送亲戚
岂能也算违规载货？
□张贵峰

近日，江苏常州的朱先生发帖称，他用面包车运了24

箱牛奶，准备送给亲戚。结果交警以违规载货为由，罚了

他100元。朱先生认为交警的处罚有问题：难道车上装送

给亲戚的礼物，就算违规载货？（2月4日《华商报》）
开车给自家亲戚送牛奶，竟被交警认定为“违规载

货”，这样的交通罚单，无疑显得很不近情理，甚至十分

荒诞，不能不令人备感郁闷和不解。尽管显得不近情理，

但又不得不承认，该罚单又确乎是有相关法律依据的，如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客运机动车不得违

反规定载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

二款规定：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

箱外，不得载货。

那么，接下来必须进一步追问的又是：像牛奶这

样送给亲戚的年货，能否被认定为上述法规“违规载

货”中的“货”？无论是从上述法律法规的立法本意，

还是从一般生活人情常理角度，将这种自带自用、与

经营营利完全无关的物品，也简单认定为“违规载货”

之“货”，显然又是并不恰当的，既悖谬生活情理，也不

符合立法本意。诚如有法律人士指出的，“相关法条

中的‘载货’应该指以盈利为目的运送商品，个人物品

不受该法条管辖”。

相关交警将“开车带牛奶送亲戚”也认定为“违规载

货”，与此前一些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将私家车拼车简单视

为“非法营运”类似，实际上都是一种明显曲解法律的任

性执法行为，不仅乖违立法本意，而且也是一种明显的扰

民行为，势必也会给人们现实生活中权益福祉带来极大

的不必要滋扰。

要想彻底避免这种任性认定“违规载货”现象的发

生，除了需规范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之外，从立法源头上

看，无疑也需对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违规载货”之“货”的

准确内涵边界，给予进一步的厘清界定，尽可能地压缩其

中可以被任性解释、裁量的空间。

春节出境游
一定记住12308

中国外交部领事司提

醒：①提前了解所去国家

的风险、法律法规、风俗习

惯；②遵守当地法律，展示

中国游客文明形象，如遇

旅游纠纷，用合法理性方

式维权；③如遇不测事件，

及时联系当地警方、中国

使 领 馆 ，还 可 拨 打

0086-10-12308。 转 给 爱

旅行的TA！ @央视

24楼晒被抖出6万元
天空飘起百元大钞雨

1 月 2 日，浙江绍兴稽

山派出所接某小区物业报

警：“下钱了！”随后，民警、

物业和居民帮忙捡回 2 万

多元。原来，当天阳光明

媚，小区 24 楼一老太太晒

被子，忘记被窝里有 6 万

元现金。老太太说，钱放

哪都不放心，“放在被窝

里，睡觉都能知道钱在哪

里”。 @钱江晚报

年会肛门被塞异物
男子到医院求救

昨日，杭州一男子到

医院求救：“我肛门里有异

物。”医生看完片，问了句：

“怎么进去的？”“公司年

会，同事把我灌醉了，恶作

剧塞进去的。”男子说。医

生表示，在他的从医生涯

中，还看到过肛门里塞保

龄球、马桶刷柄、黄鳝等

各 种 异 物 的 ，此 举 危 险

大，慎做！ @杭州网

马俊仁曾代言中华鳖精
鳖精被曝由糖精合成

1993 年，田径赛场上

马家军刷新 66 次纪录，作

家赵瑜披露马家军集体服

兴奋剂。因为马俊仁的一

个广告，当年中华鳖精成为

了风靡一时的保健品，马俊

仁说自己弟子常喝中华鳖

精，更是让许多人深信它

的保健价值。后经曝光，

所谓的鳖精基本上都是糖

精合成的。 @法制晚报

购买实物的人
幸福感会更持久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大学研究发现，购买实物

幸福感会更持久，购买物

品会使人们经历反复多次

使用的幸福感。而看演出

等体验式消费，会让人在体

验过程中幸福感大增，体验

结束后这种感受消失得也

快。@宁波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