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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宿 管 阿 姨 尚
且如此，作为
天 之 骄 子 的
大学生，还有
什 么 理 由 懈
怠呢？

停车难是很多城市的老大难问题，杭州也

不例外。这些年来，杭州有关部门想了很多招

数来缓解停车难问题，奈何僧多粥少，在部分

小区、路段，停车难问题找不到更好的突破口。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夜间停车成为许多

业主的心病。在这些老小区，普遍采取先到

先停的办法，但先到先停也就意味着晚到的

可能连小区都进不去。情势发展到后来，有

些业主为了占停车位，宁愿少开车，甚至不开

车。可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有了车不

能开、不敢开，买车有什么意义？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近日

杭州有网友提出，是不是可以逐步开放夜间

马路停车场？顾名思义，就是允许机动车夜

间在马路边停泊。夜间马路停车场是武汉江

汉区交通大队的一个举措，该部门在辖区 52

条支路上，竖起了“19时-7点”的牌子，提示周

边居民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内，将车子顺向停

在路边，交警不会贴罚单。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一般而

言，晚高峰之后，一些支路车流量会减少很

多，道路利用率就比较低。这时候，将道路两

旁开放给周围居民错时停车，等次日早高峰

之前，将车子开走，不至于影响正常道路交

通。这跟日前杭州划出绿色停车位提供给临

时办事的车辆暂时停泊，道理是一样的，出发

点都是盘活道路停车资源，提高使用效率，缓

解停车难问题。

在这方面，杭州有过不少尝试，比如开辟背

街小巷，划出公共停车位，又如鼓励开放企事业

单位内部停车位和小区停车位，提倡错时停车。

但是，许多公共停车位收费偏高，让人消费不

起。此外，不少单位内部停车位本来就不够，加

上管理上存在若干难题，所以难以推广。

开放夜间马路停车场，不失为增加停车

位数量的一个有效措施。只是，开放夜间马

路停车场也会面临一些问题。首先是收费与

否的问题，如果不收费，无形中会成为一块

“公地”，连那些原本可以停到小区内的车辆

都来抢免费停车资源；而如果收费的话，定价

过高又不符合便民理念。更关键的是，停在

马路边的车辆，次日早上若按时开走，还不至

于影响道路交通，但如果有人晚一两个小时

开走，甚至因为停车费不高而干脆延时停车，

就会影响道路通行效率。

因此，开放夜间马路停车场，一方面有赖

于居民自觉遵守规定，按时停车挪车，不给道

路交通添堵，另一方面需制定相关约束措施，

遏制有些车主过时仍不开移车的行为，比如，

在实行相对优惠的停车收费措施前提下，对

超过规定时间仍霸占马路的行为，一律视作

违规，该罚款罚款，该扣分扣分。这样，才能

在推出便民停车措施的同时，维护好公共交

通秩序。

开放夜间马路停车场，不妨一试

开 放 夜 间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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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近

日，浙江万里学院的宿管阿姨裘益君因为会

计资格证一次通过，上了热搜。“阿姨，您太厉

害了！”“天哪，这么难的考试，我们的阿姨竟

然一次性通过了，学霸阿姨就在身边啊！”周

围学生纷纷赞叹。

年近 50 岁的宿管阿姨裘益君，为啥要参

加会计资格考试？其初衷是为了鼓励一名考

试未通过的学生而“陪考”。

裘益君平时工作十分细心，学生有什么

异常情况她都会主动关心。去年，裘益君注

意到一位同学情绪低落，接连几天都很沮丧，

就主动询问情况。该同学表示，会计资格证

差一分没有通过。为鼓励学生，裘益君决定

报名陪考。

这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励志故事，其中有

艰辛也有曲折。裘益君戴起了老花镜，跟着

同学一起看书、刷题、做笔记，利用下班时间

上网课。会计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学科，

一开始学起来特别难，因为不在学校，也无法

与共同备考的同学交流，全靠自学，她一度想

要放弃，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公众的印象中，宿管阿姨负责照顾学

生的生活起居，与育人基本无关。其实不

然，学校无闲人，所有教职员工包括食堂阿

姨、寝室宿管在内，其实都是“老师”，整个校

园就是一个大课堂，后勤人员也应通过自己

的言行去教育、激励学生，给学生树立好的

榜样。

言传不如身教。裘益君将一句“戏言”当

了真，而且还坚持了下来，这种身边的榜样对

学生所产生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我想着我

们平时教育学生努力，自己也应该克服困难，

身体力行，不管能不能考过都要努力，就坚持

下来了。”她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教育的真谛：

身边人的言传身教，胜过任何说教。

阿姨成“学霸”，其实并非偶然。2017 年，

裘益君通过成人自考拿到了高中文凭，后来

又报了成人大专的工商管理专业。裘益君还

表示，其他的后勤阿姨也都很上进，有的考了

营养师，有的跟着中医学养生、理疗，只是大

家的学习领域不一样。身边有这样的宿管阿

姨，大学生们怎能不受到触动？这样的教育

怎会不直击心灵？

正如裘益君所说的，“我想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同学们，年龄和学历都不是问题，只要想

做，就能成功！”宿管阿姨尚且如此，作为天之

骄子的大学生，还有什么理由懈怠呢？

宿管阿姨成“学霸”，大学生没理由懈怠宿管阿姨成“学霸”，大学生没理由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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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地 之 间 的
公积金合作，
特 别 是 实 现
公 积 金 互 认
互贷，对于实
现 城 市 群 各
城 市 之 间 的
协 同 发 展 有
着重要意义。

据经济日报报道，近日，长江中游城市群

省会城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与“观察员”

城市黄石、岳阳、九江、株洲、湘潭、宜春，以及

宜昌、荆州、仙桃等共 20 个城市共同签署《长

江中游城市群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合作公

约》，就发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贷款业务，

拓宽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范围等达成了

共识。

此举意味着长江中游，在各城市的紧密

协作下，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朋友

圈”越来越大，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这样的

合作，不仅很好地彰显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

住房保障功能，顺应了人才等要素的有序自

由流动需求，促进了房地产等行业的资源高

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而且将有力推动长

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发展。

类似的举措不独长江中游。近年来，省

市间的公积金合作并不鲜见，已成一个新的

发展趋势，成了新的施政共识，让人喜闻乐

见。比如，今年 4 月份，根据川渝两地住建管

理部门签订的合作备忘录，双方将推进建立

两地互认互贷等七大机制，推动两地公积金

一体化发展，并在开展行政执法联动等4个方

面合作，推动两地形成住房公积金领域执法

司法联动机制。再比如，今年 8 月 20 日，上海

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住建部门共同签

署了《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三省一市的公积金管理部门将率先

从9个方面开展合作，包括长三角跨地区购房

信息协查、长三角地区异地贷款证明信息互

认、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

试点统一购房提取业务政策等。

除了信息互认，有的城市如宁波市还提

出，在当地合法稳定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

保险的，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三省一市缴

纳的社会保险在申请落户宁波时可累计纳入

该市缴纳年限，让公积金制度更加“接地气”

和人性化。

这些既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产物”，将

进一步提升缴存职工满意度和体验感，也是与

时俱进，拾遗补缺，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

度，努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具体而生动的实践。

建立公积金跨区域转移接续和互认互贷

后，在一个城市群或者有合作关系的省市之

间，在外地工作的人想要在户籍所在地买房，

可以将在外地缴存的公积金用于本地购房，

这在过去是无法实现的。

过去是无法实现的而今实现了，这本身

就是很大的进步，事实上也是个多赢态势。

异地之间的公积金合作，特别是实现公积金

互认互贷，对于实现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协

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实现了便民利民，有利

于促进城市间的人才流动和区域一体化发

展。

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城市群内某地缴

存公积金，并不代表就获得了在该城市群其

他城市的购房资格。除了互认互贷外，购房

者要跨区域使用公积金，首先必须在所在城

市拥有购房资格。这除了公积金缴存者个体

的“努力”，相关政策方面似乎也应该打打“补

丁”，尽量予以“关照”，从而让公积金异地互

认互贷不只是流于形式，而是能够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真正实现预期目的。

乐见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成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