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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高路

社 会 需 要 刚
性的法规，也
需 要 柔 性 的
服 务 。 公 共
服 务 尤 其 要
追求人性化。

11 月 2 日是上海外牌限行新规实施首

日。新规规定，当天起，除周六、周日和全体

公民放假日外，每日 7 时至 20 时，外省市机动

车号牌等车辆禁止在上海市大部分高架道路

上行驶。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太爽

了，高架上开车几乎不用踩刹车”，这是上海市

民小田在外地车限行新规实施首日的最大感

受。几家欢乐几家愁，有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外

地人则感到不便，有人置车置业计划不得不延

期，有人打算回老家发展，而更让他们担忧的

是明年五月推出的外地牌照机动车全面限行

政策。

对城市而言，限行的好处显而易见。治

堵有很多办法，比如多修点马路、合理科学地

规划线路、设置通行信号、加快公共交通建设

等，但这些办法都会撞到天花板，而限行则立

竿见影，上海限行首日通畅的高架就说明了

这点。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特大城市纷纷采取限

牌限行的原因。有限的道路资源、停车位资

源，跟不上越来越大的需求，不限的话，迟早有

一天大家都会堵在路上，寸步难行。

限行也有助于推动大家更多地乘坐公共

交通，绿色出行。上海的公共交通发达，地铁

四通八达，各种公交线路非常丰富，选择余

地不少。

当然，限行也给一部分人带来了不便。每

日7时至20时，基本上涵盖了工作时间段，对开

外地牌照车却在上海工作的人带来了显而易

见的影响。不能走高架，那就只好走地面道

路，意味着会遇到更多的红绿灯要绕更长的

路。而限牌则抬高了买车成本，车牌甚至贵过

车子，对市民而言是不小的压力。拍卖制度

下，一块牌照动辄十万元以上，而且供应量有

限，催生出一大批上外地牌照的车主。

上海是全国中心城市，长三角、全国各地

到上海出差办事的人很多。长三角一体化以

后，这种来往就更密切了，限行必定会对人员

交流带来不便。

有利有弊，所以取舍就很重要了，在效率

和公平上取舍，在本地和外地之间取舍。

限行目的是为了合理利用道路资源，若造

成道路利用率不足，就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就

拿上海限行升级后首日运行情况来看，高架上

车主反映不用踩刹车，六七十公里时速开到

底，就值得追问一下高架路的利用率了。当

然，因为是首日，有些情况还有待观察。

那么，能不能更有针对性一点，更灵活一

些？比如，对那些在上海做点小生意需要运货

的人，是不是可以开放一定的时段？还有，在

合理利用道路资源、控制好总量的基础上，能

不能对从外地来上海办急事的小汽车，预留可

申请高架通行的一定指标？

外牌限行治堵
取舍之间见城市管理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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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有女子发视频称

高铁乘务员拒绝为其冷藏母乳，“有冰箱放着

饮料，放两袋母乳怎么都不行，理由是食品安

全”，并因此质疑高铁服务。

对此，全国铁路热线客服告诉记者，按照

规定要求，高铁上的冰箱用于冷藏售卖的饮

料，旅客自带母乳需要自行保管。有律师指

出，冷冻母乳不是铁路公司的合同和法律义

务，其次母乳是特殊食品，存在污染高铁冰箱

中其他物品的可能性，冰箱内物品也有可能

对母乳造成污染。

很多网友支持高铁的做法，质疑那位妈

妈为什么不自己带个保鲜袋或背奶包（就是

母乳冷藏包），毕竟出门在外，凡事不要老指

望依靠别人。何况现在是疫情期间，母乳有

可能会携带病毒或其他微生物，所以高铁拒

绝那位母亲的要求没有错，是在保障食品安

全，对所有乘客负责。

的确，高铁的做法从道理上讲没什么问

题，乘客不能因此进行道德绑架。但是，就没

有办法来帮助这位妈妈了吗？

那位妈妈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很

多乘客的同类需求。生儿育女是每个家庭的

大事，女性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社会理应为

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比如，很多商场设有

母婴室。

同理，如果高铁可以配备专门的隔离保

鲜袋，为带婴儿的乘客冷藏母乳，不是更好

吗？再不济，弄个一次性包装袋给母乳密封

一下，也不难啊。既不会因此造成食物交叉

污染，还可以为高铁动车组树立关怀体恤女

性与母亲的形象。

就事论事，这件小事之所以闹到网上，与

双方沟通方式存在一定关系。求助方可能在

求助方式上不妥，而高铁乘务员在服务意识

上也有待改进，不能僵化思维，一上来就拒

绝，完全可以在不违反规定的前提下想想办

法。

有些岗位上有些人存在一种现象：不关

我事，就以不符合规定为理由将皮球一脚踢

开。要知道，社会需要刚性的法规，也需要柔

性的服务。公共服务尤其要追求人性化。

高铁服务，能否更柔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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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建 德 智 体
美 劳 的 教 育
体系，全面提
升学校美育、
体育、劳动教
育 工 作 已 经
成 为 广 大 中
小学的共识。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最

近，杭城中小学迎来一年一度“抢人季”，纷纷

发布招聘公告。单是上周，记者就在朋友圈

里刷到了滨江区、江干区和钱塘新区三个城

区的中小学幼儿园招聘信息，放出将近 600 个

教师岗位。

在高度重视教育的当下，教师招聘备受

社会关注。杭城中小学之所以纷纷“抢人”，

与近年来杭州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作为拥有

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杭州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量自然很大。教师招聘人数多，而体育老师

挤进教师需求榜前5位，则令人颇感意外。在

近日举行的杭州市大学生教育专场招聘会

上，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成了香饽饽，一位杭

师大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半天时间里就收到

数家单位伸来的橄榄枝。

通常情况下，因为语文、数学等主课在中

小学的课时比重大，语数老师的需求量自然

也就比较大。在这波招聘中，语数老师占据

了中小学老师需求榜的前两位。而向来习惯

于“被生病”的体育老师，这次何以异军突

起？答案不言而喻。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就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美育工

作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学校的

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逐年增加分值，要

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体

育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但迫于升学压力，现实

中却常常被边缘化。鉴于考试的指挥棒作

用，增加分值对于提升体育教育的地位具有

立竿见影的功效，可以有效“倒逼”师生家长

重视体育，调动中小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体育等课长期居于

“副课”地位，不少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专

职师资欠缺现象。充实专业的师资，建设强

大的师资队伍，不仅直接关系到能否正常开

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体育、美育教育

改革推进的成败。

正是基于对师资等问题的深刻认识，针

对地域资源和师资不均问题的客观存在，中

央发布的文件中明确要求各省（区、市）要制

订学校体育美育教师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制订学校体育美育场地器材设施建设的

三年行动计划，比如新建的体育场馆必须建

立在学校周边等具体措施。

构建德智体美劳的教育体系，全面提升

学校美育、体育、劳动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广大

中小学的共识。本次招聘，杭州的一些学校

可谓闻风而动。体育专业毕业生成“香饽

饽”，是一个值得欣喜的风向标，中小学素质

教育未来可期。

体育老师成招聘会香饽饽，值得欣喜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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