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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鞋院士”李小文

评 热 点 时 事 ，论 人 生 百 态 。

《杂谈》与您每周相约，聚焦当周

热点事件，呈现同一事件下那些

见 思 想 、见 风 采 、见 个 性 的 精 彩

观点。

同时，每周还将在本报新浪

官方微博（@三亚日报）发布当周

聚焦事件，征集读者观点。如果

您关心时事、如果您有独特的见

解，请加入我们，让思想在这里碰

撞，让智慧在这里交融。
版主：吴采净
投稿邮箱：963880825@qq.com

只言片语

在上一期《杂谈》关于“专车”的话题中，出租车也卷入了其中，加之近日来，国内多个城市出现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一时间，出租车行业处
于风口浪尖，并持续成为了本周最热话题之一。而在关于出租车的争论中，焦点又普遍集聚在“份子钱”这个问题上。

“我们赚的钱去哪儿了？”不少出租车司机感觉，一天天辛苦忙到头，却不知道赚的钱去哪儿了，尤其是每月固定上交的“份子钱”，更是说
不清。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汪祝君表示，今后，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将配合其他相关部门共同制定承包费标准，明确出租车“份子钱”的构
成并向社会公开。

如何跟“份子钱”说再见？

余明辉：
为“份子钱”定标准是操错了心

交通厅主管领导能够积极回应的哥
的姐的疑问，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向，体
现了对民意的尊重，值得肯定。但是，企
图通过为出租车“份子钱”定标准、明确项
目构成的方式来破解“我们赚的钱去哪儿
了”的疑虑，无疑是操错了心，用错了力。

出租车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
收多少“份子钱”，以及“份子钱”到底由哪
些项目构成，应该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
干涉。作为政府或政府部门，即便是为了
维护所谓的公平，也不可强而为之。江苏
交通部门等与其大张旗鼓地积极配合有
关方面为出租车“份子钱”定标准明项目，
不如静下心来，为推动出租车行业去打破
垄断而做出切实的努力。

王钟的：
公示“份子钱”更要保障“议价
权”

江 苏 省 提 出 将 公 示 出 租 车 的“ 份 子
钱”，或许能够解答出租车司机表面上的
疑惑--搞清楚出租车公司是如何“坐着
就把钱给赚了”。但是，只说清楚怎么定
价，却不向公众解释成本为何不能降低，
并不能真正让司机们心服。如果“份子
钱”还是出租车公司铁板不动的肥肉，容
不得交易双方商定价格，那么，这项改革
只不过是把过去不清不楚的不合理收费
变成光明正大的不合理收费。只有政府
不再对“份子钱”上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倒逼出租车公司收起基于垄断的傲慢，才
能“让市场的回归市场”。

薛家明：
公开“份子钱”只是最低度的改
革回应

此次，江苏省表态，尽快明确出租车
“份子钱”的构成并向社会公开，可以看成
是一次对公众诉求的善意回应。这样的
态度，值得鼓励。但必须要意识到，群众
的期盼是，废除出租车公司暴利的运营模
式，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而公开运营
成本，只是变革的前提和基础，只是最低
度的改革回应。我们不能因为“份子钱”
的账目公开了，而心安理得地延缓改革的
进程。

如今，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全社会
的共识，显然，出租车行业不能例外。因
此，尽快破题出租车运营模式改革，刻不
容缓。

出租车“份子钱”

所 谓 出 租 车“ 份 子
钱”，就是出租车司机上
缴 给 出 租 车 公 司 的 承 包
费用，既是前者的主要运
营成本，又是后者的主要
收 入 来 源 。 作 为 出 租 车
营运最大的成本，出租车
公司收的“份子钱”，也是
的 哥 的 姐 们 身 上 最 沉 重
的担子。

在江苏南京，出租车司机的“份子钱”每月高达 8000 元甚至 10000 元，是制约司机提高收入的关
键因素。长期以来，这笔钱收得不明不白，有关方面一直用“定价标准很复杂”搪塞出租车司机，此
前已经非议颇多。事实上，不仅出租车司机需要个说法，公众也密切关注，因为“份子钱”间接影响
了出租车行业的服务质量。

此外，近日，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辽宁省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草案）》，引发高度关注。
其中的一些变化，被一些人解读为“辽宁拟逐步取消出租车份子钱”。凡此种种，更加彰显了公众对
出租车体制改革的迫切期待。而出租车体制如何改革、往哪个方向改？公众也均有不同见解。

叶青：破出租车难题，可
参考“襄阳模式”

不论怎么改，新的出租车管理体
制要让管理公司、司机、消费者的利益
最大化，要形成一种风险共担机制。

笔者所在的湖北就有“襄阳模式”
颇值得称道。襄阳市在出租车驾驶员
的管理上，彻底改变挂靠、承包的传统
做法，实行员工制管理。出租车由公
交出租车公司统一购买、统一经营，对
驾 驶 员 进 行 公 开 招 聘 并 签 订 劳 动 合
同 ，驾 驶 员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公 司 员 工。
同时实行工资式待遇。对招聘的出租
车驾驶员按照考核业绩发放工资，并
同步落实“五险一金”。针对出租车经
营特点，制定了工资分配、安全管理、
营运服务等工作制度，将其工资收入
与个人出勤、服务质量、安全状况等挂
钩，考核兑现。这符合国际惯例，适应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方向。

王聃：打破出租车牌
照的垄断式管理

在不少城市，无论人口数量如
何变化，城市的出租车数量因为牌
照数量固定，多年都不曾增加，直
接加剧了打车难；而“份子钱”指向
的正是经营模式的垄断--司机买
车搞运营，公司坐拿“份子钱”。

要让出租车体制改革真正落
地，需要打破出租车牌照的垄断式
管理。如果一个城市的出租车牌
照总是维持在相对不变的状态，并
且被少数人或公司所控制，那么，
就算取消了“份子钱”，那些稀有的
出租车牌照，可能依旧需要通过高
价“竞得”。对于出租车司机来说，
这仍然不是真正的减负。

毕晓哲：改革大框架下，
需厘清多个问题

出租车行业改革，不仅涉及利益
陷入较深的出租车公司，更关涉未来

“新进”的营业者的利益。对于逐步引
入的“自购车式营运者”，也应该下一
步以政策和制度性规定方式，赋予他
们安全有保障的营运环境。譬如公民
个人购买车辆进入营运市场后，如何
缴纳相关营运保险，如何保障他们在

“发生事故”、“出现纠纷”后有规范的
处理程序和模式，需要逐步完善和出
台配套制度。另外，对于市民百姓这
一利益群体同样不能忽略。公民个体
乘坐“无份子钱”的出租车，没有了“公
司担保”，事故赔偿或伤害纠纷由谁来
担当？政府如何解决公民乘坐“无份
子钱”的出租车的安全和保险担忧？
都需要在改革大框架明确之后，以“逐
步推进”的方式厘清和解决。

被网友称为“布鞋院士”的中科院院士李小文因病
逝世。李小文留给人最深的印象，是去年 4 月他在中国
科学院大学做讲座时被拍的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一
袭黑衣，光脚穿着一双黑布鞋坐在讲台前。北师大学生
说，李老师身上有侠气，不拘小节、潇洒随性。

“布鞋院士”让网络猎奇化为崇敬

一直以来，舆论惯常的议题设置，总是与科学、学术、
学人稍显疏远。久而久之，公众反倒积累了强烈的窥视
欲望，而“布鞋院士”恰好在无意中，扮演了其中的媒介
角色。在个人魅力之外，李小文之所以令人念念不忘，更
在于他为科学话题的世俗化表达，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路
径。这一切虽似巧合，却是一个精彩的巧合……如今，当
我们缅怀一位逝去的杰出学者，也便是向那些不朽的人
格，以及科学价值本身，致上一份心意。

“救人哥”
南京一女子赤身裸体跳河，一男子跳下救人，

待人群散去悲剧了。有网友发表图文微博爆料，
“大家都去围观裸女了，那个救人的哥们儿，大冷
天的，也没人拉他一把。”该男子安慰自己，“也许
我这样想是不对的，做自己，一腔热血，何患得
失。”

读懂“救人哥”的朴素情怀

众人围观被救裸女而忽略“救人哥”，确实令
人遗憾，但也不必拿起道德大棒棒打围观者。不
妨从“救人哥”的救人行动与心理变化中，体会到
道 德 正 能 量 的 温 暖 ，体 验 到 救 人 者 的 真 实 与 朴
实。说实在的，读懂“救人哥”的朴素情怀，比指责
围观者更重要。因为前者可以让我们感到温暖与
受到鞭策，补充自己“心中的善”，也会提醒自己不
要成为潜在的冷漠者。

“小小纯爷们”莫双熠
最近，江西铜鼓县 10 岁男孩莫双熠“拾荒救父”的

故事，备受社会关注。为给患白血病的父亲筹集 60 万
元治疗费，莫双熠利用课余时间拾荒卖钱，两个月内
捡了六七百斤废品；他还勇挑生活重担，包揽了做饭、
洗碗、拖地等家务，并负责照顾奶奶和年幼的弟弟。

“拾荒救父”类故事
可以不再悲情

从记者的报道来看，铜鼓县政府部门在获知莫双
熠“拾荒救父”的故事后，很快就主动给莫家办理了低
保，并为莫双熠的父亲申请了民政医疗救助。与此同
时，社会各界给莫家的爱心捐款已近 20 万元。莫双熠
无疑是幸运的。不过，并非所有类似故事的主角，都
能像莫双熠这样幸运。衷心希望，在各级政府与时俱
进的努力下，“拾荒救父”类故事能够不再悲情，故事
主角们享有制度保证的利益和这份利益带来的尊严。

“俺妈的事儿我知道，网
上都看了”

——郑州七旬老太露宿
街头一年等儿子的报道引各
方关注，记者民警查访得知
其子就在百米外网吧。

“造假证的真的一点责
任心也没有”

——“最牛驾照”住址为
“山东省北京市”，网民疑为
假证，警方称是地址出错不
影响使用。

“我有一碗饭，他就有半
碗吃”

——盐城老板为了这句承
诺，坚持给残疾鞋匠送饭，一
家三代爱心接力 40 年。

“我跟司机有矛盾，我当
时就想和司机同归于尽”

——金华七旬老大爷不
满公交停车离站台太远砸车
窗被判赔，三天后带文革存
留手榴弹上车欲炸司机，所
幸只冒烟未爆炸。

“给老师的管理费”
——岳阳一中学学生趴

课桌睡觉被收午休费，每人
每天一块钱。校方回应称是
管理费，教育局有批准。

“我就是不想他掉进去，
不然他就死了”

——资阳 6 岁女孩为救
落水男同学，跪岸边拽手 40
分钟，直至有大人来救。

“这样离地面低，可以避
免老人从床上摔下来”

——湖北一福利院老人
寒冬睡地板，院方回应称“防
摔”，政府调查称该院“环境
挺好”。

“扶一把，扶我一把”
——丽水一医生逛街时

遇摔倒老人求助，扶起后遭
碰瓷。数十路人证清白。

“这 4个月来，一日三餐
由护士送饭，大小便都在床
上，全靠护士帮忙。如果回
家，不知道该依靠谁”

——河南孤寡老人病愈
后“赖床”不走，拿医院当免
费养老院。称无人依靠。

“谁出钱就帮谁说话”
——司法鉴定领域频现

“黄牛”，谁出钱就为谁出具
有利鉴定。

（综合《信息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