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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这样做作业
有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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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价“逆袭”，真是定价机制惹的祸？

洛浦公园汽车多
治理究竟有多难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有市民反映，近
日发现进入洛浦公园的车辆不在
少数。记者入园走访，1小时发现
十几辆汽车，有些车的车速还不
低。（见昨日本报A10版报道）

公园不比大马路，是休闲娱乐
的场所，许多人在此放松、锻炼，警
惕性很低，冷不防来辆汽车，真的
很危险。

出入洛浦公园的车辆较多、较
杂的问题，早已非新闻。

2004 年，本报就有“特权车辆
穿越洛浦公园”的报道。这几年，
此类事媒体年年提，从“车辆呼啸
过洛浦”到“摩托车、汽车，想进就
进”，看得人几乎要审“丑”疲劳。

车辆乱入园问题，市民厌恶，
媒体呼吁，久治却效果不佳。

我们不禁要问，洛浦公园车辆
治理，究竟有多难？难治的原因、
治理的办法，是想不到？没有想？
还是不愿想？

看报道，管理者建议，市民如
果发现有管理用车以外的车辆入
园，可以打电话反映。

我们知道，能过汽车的洛浦公
园入口通常有门、有锁，门紧闭、锁
不开，啥车也进不来。

把好进门关，让不合规定的车
进不来，足矣，何须市民反映？

针对入园车辆多、车速快的问
题，管理者表示将派人蹲守筛查。

问题是，园内车辆并非只在特
定区间、时段行驶，要派多少人蹲
多久才能有监管成效？

尤其对十分危险的超速问题，
假如是管理用车超速，“自己管自
己”会不会“网开一面”？

洛浦公园全长20多公里，园内
道路状况良好，是不是该考虑联合
有关部门，拿出些类似设电子测速
装置的办法来实现常态监管？

在市民锻炼、休闲高峰期，非
特殊情况，公园是禁止除巡逻、防
汛外的一切车辆入园的。那么，究
竟什么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由

谁说了算？
公园需要管理、维护，多处还

在施工，工作用车不可缺，但无论
如何，公园里车多了必然带来安全
隐患，不该“有需要就让进”。

退一步说，各种工作究竟需要
多少车辆，该不该确定一下？对确
需入园的车辆，有没有限定行驶时
段、区间？

公园内有多家单位，单位多车
也就多。那么，这些单位的车、到
这些单位办事的车该不该被允许
入园？

进一步说，公园管理条例规
定，园内各种设施的建设应当与公
园功能、景观相关、相协调。那么，
是不是园内每家单位都符合这条
规定？

洛浦公园是市民日常休闲锻炼
的好去处，是洛阳的城市名片。再
过一个多月，牡丹花开，又到天下游
客会聚洛阳的时候了，解决洛浦公
园车辆治理这个老难题，有关部门
是该动一动脑筋，下一番功夫了。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新闻背景】从上周开始，国
际油价有大幅下跌之势，国家发改
委却在这个关头发出通知：自25日
零时起，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上
调。令人尴尬的是，中国台湾几乎
同时下调了油价。（见今日本报
B05版报道）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赵东海
已带头要求国家发改委公开提高
成品油价格的法律依据。

国家发改委表示委屈：本轮调
价距上次已过了69个工作日，按照
国家现行的调价机制，当国际市场
原油连续22 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
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

成品油价格。实际上，国内成品油
本应该更早完成调价，正是人性化
地考虑到春运等因素，提价的闸刀
才迟迟没有动。

问题是，国际油价不会因为国
家发改委的延迟调价而不降价。
于是，“22 个工作日”机制、弹性调
价职能，与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变
化，出现了矛盾。

于是，不合理的定价机制“里
外不是人”。再接着，所谓传说中
的“10日定价机制”等呼声甚高。

然而，今天的油价逆势上涨，
真是定价机制惹的祸？

垄断症结不解，中国油价重返
“8元时代”不奇怪。新华社官方微
博27日说得更直接：“别再娇惯这

些垄断大佬了！这些垄断企业什
么时候才能摆脱‘糖罐子’，不再骑
在消费者头上当‘小皇帝’，真正在
市场化的大海里游一回泳？”

缺乏市场竞争，幻想通过官方
机制将价格拉下来，可能吗？

另外是“加成”问题。我国油
价中除包含 30%左右的各种税费
外，还有石油特别收益金，起征点是
每桶55美元，实行5级超额累进税
率。这就是近年来相关部门一直
强调“单就‘裸价’来说，我国的成
品油价格一直比美国低”的根源。

不改变中国油企的市场地位
及业态格局，“结构性减税”不能惠
及成品油价格，高企的油价恐怕不
会回归理性与公平。

□冯保萍

【新闻背景】浙江一单位领导为
替女儿完成寒假作业，先后动用9名
下属。下属称，作业包括摄像、画画、
写作等，花了3天时间熬了两个通宵
才完成。（2月27日《钱江晚报》）

为了让女儿的寒假作业得到老师
的好评，浙江这个“官爸”不惜动用 9
名下属资源和公用设施——真是“作
业坑爹，爹坑女儿”啊！

家事 变 成 公 事 ，下 属 变 成 仆
人——这种怪现象，实为公权私用的
变种，不可轻视。

权力的滥用必然导致制度的全线
失守，变味儿的寒假作业孵化出的是腐
败的苗头。领导动用下属为女儿写作
业，是权力“绑架”了权利，事儿不大，却
是“权力通吃”生动而微观的写照。

公权力一旦惯于“耍横”，即使今
天不被女儿的作业“坑”，明天也会被
女儿的升学“坑”、就业“坑”。

再说这个“官爸”，不思考孩子学
习的价值，不关注孩子的成长，一味逃
避自己应承担的教育责任。这份滥用
公权完成的作业就算让老师满意，虚
假成绩带来的虚假荣誉对孩子的成长
会有好处吗？

让孩子这么小就学会弄虚作假，
孩子还会再通过努力去发展自己的潜
能，培养自己的创造力迎接生活的挑
战吗？

同样让人愕然的，还有这份涉及
外出采景、绘画、拍照、写作、视频制作
等的小学寒假作业。给孩子布置这种
作业有意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