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近日，有消息称“合肥
交警大赦违法驾驶员，对监控拍到的违
法记录只罚款不扣分”。合肥交警蜀山
大队证实该消息属实，称已报请安徽省公
安厅交警总队同意。（12月9日央视网）

小洛：众所周知，现在城市交通电子
眼越来越多，非现场执法力度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交通违法行为被电子警察查
获，而驾驶人又唯恐记满12分，不主动接
受处理，或者找其他人员的驾驶证代为
记分，导致车辆所有人的违法信息与驾
驶人不符，因此矛盾、纠纷不断，甚至出
现买卖驾驶证记分的问题，严重影响了
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根据不断变化的

交通条件，适当地调整执法措施，是一种
人性化的表现。

老谭：人性化执法首先要依法。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交通管理
部门对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
违法行为除给予行政处罚外，实行道路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制度，记分周期
为12个月。合肥交警“只罚款不扣分”这
种有悖于法律的措施，能称得上人性化
执法？

小洛：电子眼也有不靠谱的时候。
今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广东
省审计厅作了审计工作报告，其中颇
为吸引眼球的就是“部分电子眼处罚
不符事实”。既然监控抓拍的部分处
罚认定与违法事实不符，其与执法部
门现场处理也应有所不同，当然要区别
对待进行执法。这种只罚款不扣分的行
为，够人性化。

老谭：合肥交警这种执法行为的后
果是让驾驶者产生错误认识，以后交通

违法，不用担心驾照被吊销，只要交钱就
行。对于执法部门，这些罚款还会创造
可观的“罚款经济”。看似是驾驶者和执
法部门“双赢”，其实危害极大，有可能使
交通秩序更加混乱，何来人性化？

小洛：不管是罚款还是记分，其意
义都在于提醒驾驶人规范驾驶。然
而，不区分看待监控抓拍和现场处理，
一味按照固定的标准进行处罚，只会
加大驾驶人和执法部门间的矛盾，增加
执法难度。

老谭：法律法规不是不可以展现温
情的一面，但必须看情况。有些地区就
规定，非现场业务处理工作中，机动车违
反交通信号指示的行为，如闯红灯以及
超速50%以上的行为，必须记分，其他行
为不记分。不过，像合肥交警这种不分
实际情况的执法行为，实在不可取。

公安部回应合肥交通违法只罚款不
记分：不准以罚款代替记分（见本报今日
B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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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对待
监控和现场执
法，人性化、务实

小洛观点

随意改变
执法标准，是纵
容，是以罚代管

老谭观点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日前，西南财经大学发
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
为 0.61，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
0.56，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
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
是农村来看，贫富差距都过大。报告结
论称：“当前中国的家庭收入差距巨大，
世所少见。”（12月10日《京华时报》）

谈收入公平，不能不提及基尼系
数。这个小小的比值，源自20世纪初意
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是判断收入分配公
平程度的指标。数值越大，说明贫富差
距越悬殊。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尼系数既是民
众生存感受的一种真实反馈，更是顶层
设计亟待考量的民生数值。

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

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
升，2004 年超过了 0.465。很多年前，无
解释、无征兆，国家统计局就不再公布国
内基尼系数。

于是随后出现两种吊诡的现象：
一方面是民间对基尼系数的研究如

火如荼，譬如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
2006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496。
2010 年，新华社两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
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 0.5。及至眼
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给
出的数据显示，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
系数为0.61。

另一方面，否认中国社会存在贫富
差距严重的现象，早在2008年就成为社
会领域的一大焦点，担纲人物包括经济
学界专家张五常、政界名人刘吉等。而
敏感的官方基尼系数，一直是“养在深闺
人未识”。

虽然我们无法揣测职能部门是否在
掩耳盗铃，但有两点是肯定的：

第一，在收入分配改革箭在弦上、方
案呼之不出的当下，公布真实的中国基
尼系数，不仅是公众满足知情权的基本
诉求，更是为制度设计把脉的重要参考
数据。

第二，在“仇富”屡屡成为社会心理
归因的语境下，在民间版基尼系数“小道
飞扬”的背景下，官版数据权威而出，也
是稳固社会心态、肃清流言的前提。

基尼系数能不能衡量中国的经济
格局，这固然值得商榷——但在“公平”
成为越来越迫切的公共议题的时候，规
避相关数据，恐怕只会落下讳疾忌医的
嫌疑。

给一个实打实的基尼系数，当然好
过全民猜谜，也算终结了“有传闻无真
相”的现实吧。

“基尼系数”
永远有传闻无真相？

□尔冬/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 12月7日，山东沂源一
网友发帖说，早上开面包车买了四样菜，
放在车上拉回去，却在中途被拦下，交警
以“违规载货”为由罚款200元。该帖引
发热议。淄博交警沂源大队回应，经调
查确认，民警执法不规范，已责成相关领
导带民警上门道歉。（12月10日《南方都
市报》）

未办理营运证的面包车确实不能随
意载货。可是，买的菜不是用来交易的，
拉菜的面包车也没有违法改装，说是“违
规载货”肯定不合适，这从万千网友的一
片惊愕和调侃中可见。就这种常识问
题，当事交警想必是明白的。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执法裁量权的
问题。执法过于随意，误判误罚是难免
的，也容易让人以为执法的目的就是罚
款，“创造条件也要罚”。

在此事中，领导带领交警上门道歉
并撤销处罚，这种姿态值得赞许。但大
家有另一个担心，在面临可能有问题的

处罚时，能够拍下现场状况并发到网上
的司机应该不多。假如网友的“喊冤帖”
没能引起反响，交警部门是否会及时自
查自纠？或者说，这种“执法不规范”的
问题还有多少？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近日，玻璃厂路附近唐二
街坊“宿舍楼”的居民反映，其所住的居民
楼部分住户不交供暖费，导致整栋楼没有
供暖。据了解，该楼供暖方式为串联，“一
些居民看到不交费也能用暖，今年交费的
就更少了”。（详见本报10日A07版）

为啥有人不交费？他们在等哩。这栋
楼的供暖方式是串联，去年就曾因未交齐
供暖费而没有按时供暖。一些住户发现不
交费也能用暖，今年交费的就更少了。

问题是，要是大家都等着别人交费，到
头来谁也享受不到暖气！无暖可蹭不说，
这些等现成者的行为还寒了邻居的心。

问题出在哪里？笔者以为，是少数人
缺乏主人翁意识。

小区是大家的小区，楼栋是大家的楼
栋。想要温暖，大家都得出力。私心太重，
小算盘打得太精，对小区集体利益冷漠，对
小区公共事务冷漠，这种心态要不得。

看到有人把小区的一小块绿地辟成菜
园，不仅不劝阻甚至自己也要效仿；楼道里
的公共设施损坏，觉得事不关己便毫不关
心……如果大家都这样做，小区里将只有
冰冷的建筑和冷漠的居民。

只有从自身做起，增强对小区的主人
翁意识，增强邻里间的信任和互助意识，大
家的生活才能越过越舒心。

□忻尚龙

【新闻背景】日前，驻穗各国领事馆
为中国残疾儿童筹款义卖却收到5000元
假币一事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正当公众
纷纷谴责不法分子良心泯灭的劣行之时，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却在微博中公
开放话：外国领事馆干这种事，其用心就
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中国就少了那33万
块钱？真不要脸的是那些搞义卖的！（12
月10日《南方日报》）

贺铿之所以这般义愤填膺，不外因为
两点：一是认为义卖善款取之于华，用之
于华，是“伪慈善”；二是认为外国人越俎
代庖，显得我们做得很不够。

其实，就慈善事业来说，“取之于华，
用之于华”并无不可。中国人愿意帮助同
胞是好事，组织者是谁并不重要。而且，
爱心无国界，我们国家对残疾儿童提供的
服务也远没有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贺铿的说法当然是错的。可看他过
去在媒体上发表的言论，能发现他不是糊
涂人——2009 年参加央视《面对面》节目
时，他曾对高房价问题进行分析，思路就
很清晰。可为什么聪明人会说糊涂话？
笔者以为，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作祟。也
许他感觉到，这“5000元假币”事件让国家
形象受损了，才会抛出这种排外的言论。

小区是咱家
温暖靠大家

放弃狭隘心理
方能自信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