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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问题与发展理念
唐 人

合肥城市交通透视之二

拥堵问题，似乎已经

成了现代城市交通的通

病，而且是顽症。有统计

表明，因交通拥堵和管理

问题，中国有15座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

财富。又有专家指出，中国城市交通拥堵

高峰将在3～5年后出现。作为省会城市的

合肥，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不可否认，大拆违、大建设这几年来，

随着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合肥的道路建

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路多了，路长

了，路宽了；高架、立交和轨道交通迅速发

展，整个城市和道路面貌更漂亮了。然而

交通拥堵和百姓出行难，同样是不争的事

实。不光是乘公交车难，打的难，骑自行

车、步行不容易，开私家车同样也难！这到

底怎么啦？

请看：与拥堵现象相对应，中国汽车

产销量全线飙升。据报载，2010 年中国

汽车产销量均达世界第一，全国机动车

保有量将超过8500万辆。而合肥市机动

车保有量现在已经达到 45 万辆左右，并

且以每天 200 多辆的速度递增。一方面

是原本应该优先发展的公共交通严重萎

缩，另一方面是各类公务用车和私家车

等小型车辆的飞速发展。有人说，交通

堵塞是汽车社会的产物。可爱的合肥大

概同样不能幸免，道路建设与汽车增长

形成了恶性循环。

那么，透过现象看本质，问题的根源恐

怕就是我们在城市交通的发展理念或曰发

展方向上出了偏差。发展理念或者发展方

向，说到底也是一个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

的问题。公共交通不发达，人们除了步行，

就要骑自行车、摩托车，有条件的人就要买

小汽车；各种名目的公务车更是无节制的

增加。小型车辆泛滥，造成了对城市道路

资源的极大浪费；少数人占用着绝大多数

普通百姓的道路资源，排挤乃至剥夺了他

们应得的道路使用权。而城市道路建设永

远跟不上汽车、尤其是小汽车的发展速

度。这恐怕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至于管

理方面的诸多问题，我们将在下篇再谈。

看来，该是认真反思和解决问题的时

候了。

星雨

锐评R ruiping

老报人说L laobaorenshuo

据12月7日《市场星报》报道，省委书

记张宝顺在合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上指出，必须建立更具综合性、全面性和经

常性的考核评价体系，切实把学生从应试

教育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笔者觉得，张宝

顺同志的讲话切中要害，抓住了中学教学

改革这个“牛鼻子”。

笔者的孙子在合肥市一家中学读初

三，重压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朝 7 晚 7 再

加3的现象”，即早7时上学，晚7时回家，白

天上10节课（上午连早读5堂课，下午再上

5堂课，音乐、美术课被取消），回家再做3个

小时的作业，太疲惫了。十三四岁的孩子，

每天平均只能睡6个多小时的觉。可怜的

孩子，第二天一早，怎么也叫不起来。听课

时，不少学生打瞌睡，上课效果自然也差;上

课效果差，作业自然不会做，于是就造成了

恶性循环，作业做到夜里12点是常事。长

期下去，将严重摧残孩子的身心健康。我

们心疼啊！

学生负担重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

普遍的问题，绝不是某一中学所特有，只是

程度不同而已。不能怪校长，也不能怪老

师，根子就是张宝顺书记所指出的“应试教

育”，这个“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方式”，这

也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问题症结之所

在。比如合肥市的初级中学，都在比谁考

上一、六、八的学生多，这就是指挥棒。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

的转变过程，要一步步地做。笔者以为，第

一步要从减轻学生的负担开始。比如，取

消学校擅自增加的第5节课，中等成绩的学

生作业量减少到一个半小时左右为宜，这

是马上可以做到的。这样做还可以使老师

腾出时间在45分钟的课堂上下功夫，提高

教学质量和效率，而不是一味地搞填鸭式

教学和题海式战术。

回答“钱学森之问”是一个长期的探索

过程，当务之急是多一点同情心，切实采取

措施，让学生多睡两个小时的觉，先可怜可

怜孩子，然后再逐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

素质教育的路径。

谁来保障保障房？
樊立慧

日前，中国社科院在京发布 2011 年

《经济蓝皮书》称，目前中国85%家庭没有

能力购买住宅，房价上涨速度仍然高于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详见本报12月8

日B1版）

85%的数字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

房价一直在上涨，很多家庭面临着买不

起房的困境，有青年甚至“蛋居”，看上

去是想象力的发挥，却也是一种深深的

无奈。

满足不同层次的人需要，就要让有

购买能力的去买房，而没有购买能力的，

政府还是要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

住建部日前发布消息，提出明年计

划安排建设 1000 万套保障房，相比 2010

年的 580 万套，增长 72.4%。这是一条听

上去很给力的消息，关键还是落实，还

是执行力。上月审计署公布了 19 个省

市 2007 年至 2009 年政府投资保障性住

房审计调查结果，审计发现共计 21360

余 万 元 廉 租 住 房 保 障 资 金 被 套 取 挪

用。这就是落实不到位，执行不力的具

体表现。

各地地方政府能不能把更多的地不

给开发商，而是建保障房？目前，保障房

建设无法保证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资金无

法保障。财政资金无法保障，又没有融

资渠道和平台，钱从哪里来？盖得好不

好，有没有考核机制？盖好了，到底是不

是给真正需要保障房的人住了？有没有

“潜规则”？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切实解

决，保障房还是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