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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 帮 助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我 很 快

乐。”现年 58 岁的木锦枢是市民政局

基层政权科一名普通干部。自 1993

年进入市民政局后，他一直关心中西

部农村山区困难群众的生活冷暖和

居住安危，情系困难户家庭，热心帮

助他们发展生产和进行危旧房改造

（详见本报5月15日2版报道）。

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一

些人“利”字当头，习惯冷漠，习惯

抱怨，至于说帮助他人，不少人可

能 认 为“ 帮 助 他 人 要 付 出 许 多 时

间 、精 力 、金 钱 ，弄 不 好 可 能 还 惹

事上身”。但是，木锦枢可没有考

虑这么多，他只想着要“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而 帮 助 他 人 ，让 他 很

快乐。

快乐是一种心态，它会给人一

种力量，一种获得幸福的力量。生

活在社会中的我们并非是孤立存

在 的 ，每 个 人 都 有 可 能 会 遇 到 困

难，每个人都有需要他人帮助的时

候。如果我们能主动给需要帮助

的人伸出援助之手，那么，我们就

会收获一颗感恩的心，我们也会因

此 变 得 阳 光 ，进 而 收 获 更 多 的 快

乐。愿我们身边多一些像木锦枢

一样的基层干部，把温暖送到每一

个老百姓的心里。

（胡新华）

为什么，本市在每年取缔查扣5000多辆“四

小车”的高压态势下，这有碍城市形象和交通安

全秩序的“流动炸弹”，仍载着乘客飞奔在城乡的

大街小巷（详见本报 5 月 13 日 13 版报道）？其

实，即便在省会城市，这也是一大管理难题。

治病，最怕不能对症下药，尤其疑难杂症，

因治标不治本，久治不愈反成顽疾。非法“四

小车”，就如同城市的一大顽疾，硬生生给城市

管理者心头添一把堵。治一治，好一好，整治

结束又回潮。本市的“四小车”整治，能否跳出

这个怪圈呢？如果“中医”搭不准脉，那就请

“西医”做个“磁共振”，找准了病灶再动手术

刀。以本人管见，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未治到源

头——无形源头和有形源头。

所谓“无形源头”，有点不好理解。就拿“四

小车”中非法营运最烈的机动三轮车（包括电动

三轮车、燃油三轮摩托车等机械动力装置驱动

的三轮车）为例，它有市场或者称“存在的合理

性”，是因为它适应了部分特定乘客在特殊情况

下的特别需求。城乡公共交通不发达，不能一

站式到家；打出租车又嫌贵，特别是雨天或有急

事但却不到起步价的路程，觉得不值。比起能

便捷回家、串街走巷快速到达目的地，安全隐患

在一般乘客眼里已在其次，更多是侥幸它不至

于会成“定时炸弹”，若要往事故上想，再好性能

的车子也撞稀巴烂，像最近温州发生7死1伤的

奥迪 X5 的事故。因此，再怎么提醒乘客别坐

“四小车”，恐怕也是收效甚微。

“有形源头”就比较好理解了，那就是非法

“四小车”的产销源头。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是

残疾人代步的专用车，显然不但不能搞营运，

也非肢体健全人所用，这个应该好管理。最难

还是对产销源头的控制与管理，包括那些地下

拼装作坊。这一块，质监、工商等部门结合“破

难攻坚”活动，可以有所作为，同时运管部门要

对非法营运加大处罚力度。

与其一次次割韭菜式的集中整治难以奏

效，还不如常态管理，见一个查一个；与其辛辛

苦苦在面上集中整治只能抓一拨（大多闻风而

逃或者躲避风头），还不如力攻源头，一蜂窝全

端；与其靠集中整治去挤压“四小车”的营运空

间与市场，倒不如花力气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公共交通，建立公共自行车服务网点。如果能

像枪支管理那样动真格，“四小车”的管理还难

吗？每年能查扣5000多辆，按理绝对数会少下

去，可实际上旧病复发后回潮的“四小车”数量

仍有增无减，也就是说，产销及改拼装车源头

还在，怎么去整治是个问题。

市场是讲占领的，正规军不去占领，“游击

队”就会乘虚而入。恰恰这些“游击队员”大多

是无职业者，就钻了城市道路拥堵、公共交通

不足、管理力量不够等空子，在提心吊胆地挣

点“辛苦钱”。谁给了他们这无形的市场？这

无形、有形的源头怎么治？确实需要相关行政

职能部门出新思路新举措，去克难攻坚。未知

我的建议是不是对头，仅供参考。

“四小车”整治重在两个源头
■王国荣

据日前召开的全市残疾人工作会议

透露，去年，市残联把无障碍设施从进

残疾人家庭扩大到进福利企业，为有适

应指征和康复需求的贫困残疾人免费实

施助听、助明、助行等康复服务共 852

人，组织实施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共 253

户、进企业共19家 （详见本报5月17日

2版报道）

残疾人的生存状况，是衡量一个城

市的文明标尺。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

占人口总数的 6.34%。关爱残疾人，不

仅要关注他们精神文化方面需要，更要

解决他们各种生活困难。商场门口的几

级台阶，对普通人而言，只是抬腿之

劳，但对残疾人来说，可能就是一道难

以逾越的障碍；电梯旁边的按钮，对普

通人来说，只需举手之劳，可对于残疾

人而言，也许就是一个难以完成的动作。

虽然我国 《残疾人保障法》 明确规

定，新建、改建和扩建建筑物、道路、

交通设施等，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无障碍

设施工程建设标准，但在一些城市，许

多盲道被截断后不及时恢复，最终成为

“断头道”；专为盲人提供行路方便和安

全的盲道，仍有相当数量被自行车、机

动车或摊位、路边杂物所占据。可城市

再拥堵，也不可挤占这份属于残疾人的

权利。这份被挤占的东西就叫“文明”。

创造条件，让残疾人在实际生活中

少点障碍，这不是一件小事，他们会觉

得被尊重，与正常人相比有平等感。推

广无障碍设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扫除

残疾人心理上的障碍，让他们感受到自

己的价值。

现实当中，残疾人的心理之痛往往

大于身体之伤。最常见的就是遭遇就业

歧视，觉得雇佣残疾人是一种负担，风

险太高。四川的一家火锅店服务员全部

是聋哑人，他们借助呼叫器和纸笔与客

人沟通，而正是由于这里安静的环境，

很多人愿意到这家火锅店吃饭。这家火

锅店的老板不仅有善心，而且还有眼

光，因为看到了残疾人的优势，这是一

种价值肯定。这种肯定，有助于他们消

除内心自卑与沮丧，勇敢融入社会。而

作为健全者的我们，在为老板的善心感

动之余，更应思考采取新的方法来帮助

残疾人，让他们在社会中真正体会到自

己的价值，感受人间的大爱。

瑞安市残联把无障碍设施从进残

疾人家庭扩大到进福利企业，这样的

投入汇聚全民大爱。政府投入，即用

纳税人的钱办老百姓的事。残疾人是

特殊的百姓群体，好事一定要办好，

好的标准是什么？让残疾人说好！杭

州做过这样的事，在无障碍设施建设

达到国家四部委提出的标准并通过考

核验收后，组织残疾市民参加无障碍

设施建设工作的检查评比，请他们提

出权威意见。有关部门根据他们提出的

意见，对政府办公楼、长途汽车站、宾

馆饭店、学校医院、居住小区、公园等

问题比较集中的八类公共建筑进行了重

点整治。这是一种很值得借鉴的做法。

有这样的姿态，残疾人的生活环境一定

是“健全”的。

为残疾人创造“健全”的生存环境
■薛建国

针对国内贴牌洋奶粉乱象，日前，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出了记者关于贴牌洋奶粉的调查。调查

中，记者只需交 5100 元就可贴新西兰奶粉商标，只需花 1 万多元，就可拥有一个原产地新西兰的

品牌。 （陶小莫 画）

[微 评]

快乐是一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