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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成全了“最牛大妈”的车牌生意

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摇号等政策后，车牌

成为稀缺资源， 但是一个名叫王秀霞的大妈

却被爆名下拥有上千北京车牌， 目前这位大

妈已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 （

8

月

25

日《羊

城晚报》）

当车牌成为稀缺资源， 一般人可能得等

上几年才能交好运摇到号，“最牛大妈” 名下

竟然拥有上千车牌，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得不

让人想到传说中的黑幕。 甚至有人说，王秀霞

只是黄牛党的一个代号而已， 真人是否存在

已经无关紧要。 “最牛大妈”上演的车牌“神

迹”，显然也不会是一人之“传奇”。 那么，她究

竟从哪里搞到这么多的车牌？

据北京市车管总所透露， 他们最近处理

的三名“背户”人中，王秀霞名下车牌最多，其

次是陈某名下有五六百个车牌， 还有一人名

下也登记有好几百个车牌。 显然，倒腾车牌的

生意不是“最牛大妈”一个人的故事。 有关部

门必须进行详查，借此告诉公众，“最牛大妈”

们如何搞到这么多的车牌———只是个人钻空

子，还是涉嫌寻租腐败，不能不明不白。

按一个车牌“租金”一万元计算，“最牛大

妈”的上千车牌就是上千万元，如此空手套白

狼的暴利，不应该只是“主动申请将名下全部

号牌注销”那么简单。 “最牛大妈”们“主动申

请”将车牌注销了，那些交了“终生租金”的车

主们怎么办？ 不退钱算不当得利还是经济诈

骗？ 更何况，暴利全都在“最牛大妈”们腰包里

吗？ 如果有人参与分赃，是否应该追究责任？

其实，“最牛大妈”名下拥有上千车牌，既

是 “秃子头上的虱子 ”，也是 “薅一只羊的羊

毛”； 只要往数据库里一查， 问题是明摆着

的———又不开出租车公司， 私人谁会买上千

辆车？ 换言之，“最牛大妈”们的车牌生意，早

就应该被发现被查处。为什么没有？是无心疏

忽，还是有心纵容？ （舒圣祥）

别过度阐释

“在家上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

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

2013

）》显示，在中

国大陆约有

1.8

万学生“叛逃”学校，选

择在家上学， 这些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

段， 其中的大多数家庭不认同学校教育

理念。

1.8

万名中小学生“叛逃”学校，让很

多人再次找到了批评学校教育的机会、

理由和依据，各种解读、阐释、批判，均对

准了现行教育体制和理念。对此，我有些

不同的看法。

1.8

万名学生看上去很多，其实占比

非常小。 目前我国在校中小学生人数约

为

2

亿人 ，

1.8

万名学生所占比例只有

0.009%

， 即每

1

万个中小学生中， 只有

0.9

个学生在家上学。这个概率既称不上

一种普遍现象，更称不上一种潮流。

美国有多少中小学生在家上学呢？

数字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在家上学的

学生人数从

2007

年的

150

万上升到

2011

年的

200

万以上，约占中小学生总

数的

3%

。 如此多的学生“叛逃”学校，是

否证明美国的学校教育很糟糕？ 显然不

是，实际上，美国的学校教育一直为国人

所推崇。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理念多元

化———对于怎样教育孩子、 什么样的教

育对孩子成长最有利， 每个人有着不同

的想法和主张。就像“狼爸”、“虎妈”教育

让很多人顶礼膜拜， 也让很多人痛恨一

样。 事实上，哪怕学校教育搞得再好，也

只能遵循一种教育方式和理念， 因此难

免有人不认同这种方式和理念， 觉得学

校教育是“误人子弟”。

也就是说，在这个价值多元、选择多

元的时代，学校教育注定众口难调。在家

上学因而不足为奇。 （晏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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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体验式就诊，能否治好看病难

“挂号等了

25

分钟， 候诊等了

128

分钟 ， 就诊时间却不足

5

分

钟。”日前，海南省卫生厅开展“就诊

体验、把脉诊断”活动，各处室负责

人体验门诊、就诊环节，对全过程进

行观察记录。 不少干部体验后表示

体会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最近似乎流行官员暗访体验，

不少地方都相继组织卫生部门的官

员体验看病难。前不久，广东省卫生

厅要求厅机关处级以上领导以患者

或患者家属身份到广州地区不同

级别 、 不 同 类 型 医 院 “看 一 次

病 ”；几天前 ，北京市医管局局长

封国生也 “暗访 ”同仁医院 。 相关

官员能主动放下身段 ，亲身体验

老百姓的看病难， 不管其初衷如

何，这种“下基层了解民情”的做法

还是值得肯定的。

官员的体验式看病结果在他们

的“意料之外”，然而老百姓却再熟

悉不过：其一，从排队挂号到候诊，

大多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然而看病

时间一般只有几分钟， 北京市医管

局局长在排了一小时队后甚至连号

都没挂上； 其二， 干部体验后纷纷

“吐槽”，老百姓看病确实太难了，还

有干部感叹，只有“看过”才知道“看

病之难”竟然超出想象。这样的结果

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不难猜测，那

些官员平时自己看病是“体验”不到

看病难的，原因不言自明。

“体验方知百姓苦”。问题是，这

种体验能否摸清老百姓看病难的

“脉搏”，并进而采取对策予以解决？

不久前， 苏州市交通局局长邵建林

应市民之邀，亲身体验了一把“蒸笼

车”。体验之后，局长“满脸流汗”，并

承诺将尽快换掉非空调车。 局长的

这一承诺一下子就将苏州更换 “蒸

笼车”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同

样是官员体验， 老百姓的看病难能

像解决“蒸笼车”一样立竿见影吗？

实事求是地说， 解决看病难比

更换非空调公交车要复杂得多，不

是局长一句话就能解决。 但有一点

是相通的， 更换非空调车和解决看

病难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 即便解

决看病难需要增加的投入远远高于

更换非空调车，然而局长、厅长、处

长体验后有没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

现身说法， 积极向当地政府申请增

加医疗投入，以缓解百姓的看病难？

而且体验后有不少官员都感

叹，“如果我不是官员 ， 看病也会

难”。 看病难偏偏发生在老百姓身

上， 这是否表明特权占用了相当的

医疗资源， 从而也挤压了老百姓看

病的空间，加剧了看病难？在新华社

记者调研 “不落腰包的腐败” 现象

时，就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山西省

直厅局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 每天

都到医院开药， 过了马路就卖给药

店， 并根据药店的需要到医院开不

同的药，随行就市，借机牟利，退休

十几年天天如此。 面对这种医疗资

源分配不均的现象， 官员体验后有

没有拿出相应的治理措施？ 至少对

卫生系统内部的看病特权也该有所

清理，而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假装看不见。

官员在体验中发现的医院管理

问题很好解决， 比如说海南省卫生

厅厅长表示下半年将建设全省统一

的预约平台， 进一步缓解排长队挂

号。但要真的替百姓着想，缓解看病

难， 还需要这些医疗主管部门把体

验中发现的问题化为推进医改的动

力，多想想如何推进医药分家，如何

让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的资源差距

不会太大，如何让医保政策更合理。

体验中发现的问题都是老问题，如

果只是体验却没有行动， 就难逃作

秀的嫌疑，失去意义。

(

据《广州日报》）

@

人民日报：传播学者克罗斯

曾提出谣言公式： 谣言

=

事件重要

性

×

事件模糊性

×

公众批判能力。 谣

言的能量有多大， 既取决于真实信

息的透明度， 也取决于受众判断水

平。在网民接近

6

亿的信息化社会，

我们需要激发从法治到道德、 从理

性到情感的一切正能量， 这才是最

有效的谣言粉碎机。

@

央视评论员：我们要用法律

和公序良俗来勾勒网络的边界。 政

府部门要依法全面、 及时地公开信

息，压制谣言滋长的空间；每一位网

民———无论你是大

V

、小

V

还是没

有

V

， 都要习惯于用常识和理性来

辨别和拒绝谣言。

新闻：近日，湖南省交警部门曝光了一批在高速

公路上违法未处理次数达

50

次的车辆。其中，宁乡县

城管局所属牌号为湘

A9A475

的公务车，因累计违法

288

次成为“违法王”。 （

8

月

25

日《新京报》）

在路上违法上百次，接到交警部门通知后，仍拒

不处理违法行为。这辆“霸气外露”的公车为何敢于挑

战执法部门权威，甚至执法犯法？

交警部门自嘲地将其归咎于特权意识作祟。但权

力不是城管天生的，而是人民赋予的。 再说城管又有

多大的特权呢？这“特权”难道比人大、法院、政府的权

力还大？ 一支连编制合法性都尚存疑问的队伍，为什

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特权意识？

特权意识也好，无知者无畏也罢，这年头低调一

点总不是什么坏事。 当年风光无限的

O

号牌照现在

都知道收敛锋芒， 城管局的公车又何必勇当出头鸟

呢？ 文

／

肖纯 图

／ iclong

长“痘”被拒

“人民警察要形象，长得丑不

能当警察”，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一

名公务员考生笔试面试总成绩第

一名，在体检项目时，因脸上长痘

被认定为“不合格”，体检未能通

过。 考生的质疑经微博传播后引

起轩然大波。对此，当地回应称该

考生“面部有癍痕影响面容，且癍

痕难治愈，反复发作，根据《公务

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 第一部分

第三条规定，结论为不合格”。

这个被拒录的考生脸上长的

是俗称“青春痘”的痤疮，严格来

说并不在《标准》中的白癜风、银

屑病、血管瘤、斑痣等难以治愈的

皮肤病之列。 如果有关部门非要

把“青春痘”归为后面的“等”的范

畴之内，无疑就有人为扩大标准，

提高标准之嫌了。更何况，被称为

“青春痘”的痤疮是一种和年龄密

切相关的疾病，即便不经过治疗，

过了某个年龄段， 它也会自然消

失，当地岂能一“痘”定终身？

其实在这名考生的体检过程

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 在

8

月

5

日的体检中， 一位皮肤科医

生在检查之后曾表示，“这次让你

通过，回去好好治一下。 ”这一方

面说明医生是认可这名考生体检

过关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痤

疮是可以治疗的。 可令人无法理

解的是， 一名非医务工作者的体

检带队领导， 先是劝说这名考生

主动放弃招录， 后来又在支开这

名考生的情况下， 自己和医生商

量了一番，结果刚刚还表示“让你

通过”的医生，态度就来了一个一

百八十度大转弯， 给出了体检不

合格的结论。

为什么经过这名带队领导的

一“商量”，考生就从合格变成了

不合格？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其

中存在人为干预体检结果的嫌

疑。而按照有关规定，公务员招录

体检是必须严格遵守公开、回避、

保密、监督等制度，保证医生严格

按照规定和标准作出独立判断

的。 文

/

苑广阔 图

/

刘道伟

无敌违法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