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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思路破难题 拓服务铸民福
核心提示

如今，汽车已成为现代家庭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代步工具。然而，车主们在办理
车辆和驾驶人业务时却出现了“买车容易，
办理业务难”的现象。这个令相关管理部
门头疼、让车主深感无奈的尴尬局面如今
得到了破解。

郑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通过不断解
放思想、创新管理、延伸服务，摸索出了一
套切实可行的办法。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他
们的服务，群众提起此事赞不绝口，亲切地称
之为“现代化服务模式”。

一个车管所，一个原本按部就班的服务部
门，缘何会与现代化服务扯在一起呢？群众缘
何又亲切地称他为“现代化服务模式”呢？对
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改变思路 提供便民服务

“我们的思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
我们的思路却还停留在原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不只是心里想，也不是靠嘴说，而是要
实实在在地去做。让群众切身体会到、感受
到、享受到，这才是我们目前急需做的工作。”
这是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领导在一次会议
上的讲话。

这段话，让前来参加会议的郑州市公安局
车辆管理所领导感受颇深。会议没结束，他们
就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三扒拉两划拉，不算
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工作中的问题出来了。

“我们平时干得累死累活的，也用心了啊，可为
什么却得不到群众的满意，领导的认可呢？”这
肯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焦虑、困惑，压得车管所的领导几天寝食
难安。就在领导们束手无策时，一位领导去单
位餐厅吃午饭，路过综合业务办公大厅，听到
一位办理业务的车主高声对工作人员嚷到：

“你们要下班吃饭，我还急着去医院给俺爹看
病呢，跑这么远办事，你说我容易吗？你们的
工作方法怎么这么死啊，一点人情味都没。”这
一嚷不要紧，恰巧被这位准备去吃饭的领导听
见了。这不就是我们正苦苦寻找的“病根”
吗。饭也不吃了，扭身走进了办事大厅，跟一
些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攀谈交流起来。

经过攀谈交流，知道了群众急盼的是什
么，急需的是什么。又通过和自己的实际工作
对比，原来是思路出了问题。当天下午，召开
了全体职工大会。开始了改变思路、改变工作
方法的大讨论。最终大家一致认为，根源问题
确实出在这。紧接着对如何整改，如何真正地
落实为人民服务进行了部署。

车管所车务科长李宏钦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那次会议结束后，全所又下发了书面文
件，具体到每个环节，确保真正为群众服务。
领导亲手抓，我们认真整改和落实。”

紧接着，车管所快速配备了“流动服务车”
车上装配有先进的机动车登记系统、一次成像
系统。由车辆查验民警、受理民警及相关工作
人员组成上门服务小组，携带牌照、机动车登
记凭证，当场为群众办业务。为更好地开展上
门服务，车管所又投资60多万元专门定制了一
辆功能更完善的流动服务车，车内有 5个工作

台，可同时办理机动车注册、年检、驾驶证审验
业务。而且还常年进企业、下乡镇为机动车用
户进行车辆年检，只要有 5台车以上的业务需
要办理就可以电话预约，民警上门服务。为了
方便车主，他们不仅对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改
进，还在流动服务车的基础上新增了项目。新
车入户上牌、驾照补办换发等业务的办理权
限，下放到市内的 6个交警大队和市属 6县区
交警大队，同时还不断续加服务项目，如新车
入户上牌、机动车年检、二手车买卖过户、抵押
登记、变更车身颜色等，推进这些业务以后，郑
州市市属六县区的群众受益最大，以前来回要
跑几天甚至几百里路才能办成的事，现在在家
门口就能办好。

思路的改变，为群众提供了方便。自从流
动车辆服务实施以来，已深入社区、广场、企
业，为群众办理机动车业务累计820多次，办理
机动车入户 3.9 万台。为群众节省了大量人
力、物力、财力，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拓展服务 为民贴心服务

思路的改变，给群众提供了便利，赢得了
群众的赞赏。然而，如何能够更好、更快、更便
捷地给群众提供贴心服务呢？这又成了车管
所领导们思考的一个新问题。他们不满足现
状，他们把群众的赞赏当做是鞭策。要想赢得
更多的荣誉，就必须拓展服务，必须有更高的
为民服务水平。

郑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公室主任赵
绍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进一步服务

群众，车管所开始实施‘无纸化’办公。并且自
2009年上半年实施了‘预录入系统’，实现驾驶
人各种申请表格的规范填写。预录入主要实
施方式是将申请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延伸
到全市各所驾校办理，操作程序有：采指纹、照
相、体检、表格填写、考试预约、业务咨询等。
考试之前这些事项都能在驾校一次办结，实行

‘一站式’服务。除参加直考的人员仍在市车
管所报名办理外，其他都可就近选择驾校进行
报名培训，无需往返车管所办理相关业务。”

在“预录入系统”实施前，郑州市交警支队
领导牵头，车管所领导带领业务科室对一些驾
校和汽车经销厂家进行实地调研，召开专题协
调会议。通过调研，各驾校和汽车经销厂家对
此项工作十分赞同，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
持。随即，车管所派相关人员进行业务培训、
上门进行软件安装、系统操作指导等工作。同
时，车管所还印制了预录入工作流程和宣传资
料，大力进行推广。在实际操作中，车管所进
行了有效的监督管理，使该项惠民措施得到了
规范化落实。此项措施使驾校更加规范化，使
汽车经销厂家服务更全面化，也给消费者提供
了很大便利。同时，也破解了车管所的拥堵和
排队现象，既节省了人力，又节省了财力，并且
还方便了群众。

“预录入系统”的实施破解了车管所的先
前难题，但是伴随着他们服务的不断拓展，车
管所逐渐开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商场门
口”，这种贴心式服务，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
体会得到，拍手称赞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

2009年 4月上旬，郑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
所实施“下放”措施，把首批服务站设立在市区

内的大型商场、社区、企业单位、区政府行政办
事大厅，打造更便民的服务。

这些服务站几乎涵盖了车管所的所有业
务，实现在家门口就能办理交通违法处理、驾
驶证审验、补换发、车辆入户上牌等业务。同
时，他们还结合当前开展的“万警进社区”活
动，与其他警种多警联动，整合信息资源，将部
分业务纳入到社区警务室。在社区服务中，建
立QQ群、社区车管业务管理档案，并通过QQ
聊天系统，提醒、预约群众办理驾驶证、车辆审
验业务。

开在郑州市中心金博大商场内的车管所
服务站民警李凤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运
作的第一天就有一位60岁的老大爷，到服务室
咨询，这能补出来一个驾驶证吗？当他得到能
够立即补办出来时，老大爷有些疑惑，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一核实
还真能补办，老大爷很高兴地补办了驾驶证。
办完后才得知，老大爷在商场看上了一件运动
装，商家说如持驾照年龄在 60岁可打折，因前
段时间驾照丢后老人觉得补办太麻烦，一直没
去办理。他说自己是一名老司机，以前办驾驶
证很难，去车管所办事很麻烦，现在逛个商场
还能补驾照，真想不到。”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郑东新区的阿卡迪
亚社区车管所服务站，正好看到民警束畅在给
业主王先生补办驾照，王先生很激动地告诉记
者，他们家里有 7口人全部都有驾照并且有 4
台车，每天上下班、出差都很忙，和交警打交道
最多，但是每次提起到车管所办业务，都很无
奈。不仅路跑得远，有时候到了也不一定能把
事情办利索。人特别多，有时要等上几个小
时。有天我去上班，偶尔看到社区设了车管所
服务站，开始还不相信，下班后，我专门来到服
务站看了看贴在墙上的服务项目，真是喜出望
外，家里的车辆今后都可以在这里办。说到
此，王先生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束畅对记者说：“自服
务 站 开 展 工 作 以 来 ，有
1000 多人在这办理驾驶
证，违章处理4000多次，同
时也使得驾驶人受到了面
对面的教育，确实取得了
很大成效。这种服务的拓
展和延伸，真正让群众体
会到了贴心服务。”

现代化服务
真正为民谋福

随着现代化网络的普
及，郑州市公安局车辆管
理所把业务从桌上装到了

电脑里。这种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业务
的模式，被群众亲切地称为“现代化服务模
式”。而随着这种网络化的服务，也使群众真
正感受到了服务单位不单单是打造贴心服
务，更是实实在在地为群众服务，为民谋福。

2009年 7月份，市民张女士在自己家电
脑里通过登录车管所的网站，为刚购买的一
台新车选号。她的生日是 6月 18日，她满心
想选个这样的车牌，还真的让她选到了。到

了车管所大厅，交上她在家打印的单子，经电脑
核对确认后，民警很快就将“618”的号牌给了
她，这让等在柜台前办理新车入户的一圈人很
羡慕。选号，只是车管所提供多种网上服务其
中的一项。驾照考试也可以网上预约，交通违
章可以在网上查询，驾照和机动车档案的异地
转入转出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更为方便的
是，郑州市目前已有70多家汽车销售店，民警定
时上门可以直接预录新车信息，高科技的信息
化管理，也体现了方便快捷的服务。

刚刚挂完车牌的李先生感慨地说：“前几
年我挂车牌，冒着大雪在窗口排了一天的队也
没办理成，现在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办完
了，真是很方便啊！”

同时，网络化的高科技服务方式也杜绝了
做假、走后门等违法行为。2008年实现的驾照
考试人员网上报名，网上预约考试，指纹识别、
用电子手写板将考生姓名一次性输入电脑系
统。考试合格后，考生签名自动生成，考试全
过程实现无纸化管理，每一个考试程序全程监
控，并可打印电脑照片，附在考生的各科科目
的成绩单上备查。这一系列的高科技管理举
措，杜绝了人情关系，民警在工作中也减少了
许多干扰，同时也限制了个别民警的人为随意
性，考生的质量自然有了可靠的保证。

郑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副所长张又仁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必须以‘群众走不了，业务
没办完，民警不下班’的‘延时服务’为准则，提
醒着每一位民警。千方百计地为人民群众做
好事、办实事、排忧事、解难事，朝着让群众少
跑一趟车管所、在车管所少呆一分钟的工作目
标，以实际行动改善服务质量和服务形象。”

郑州市公安局车管所，由改变思路，到拓
展服务又到现在的网络化服务。这三步走，犹
如三部嘹亮的改革乐章，一部比一部响亮。真
正唱到了群众的心坎上，让群众深刻地体会到
了党和政府的暖心服务。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 唐 强 图 实习生 李 青

科学家获奖才出名的遗憾
11日上午，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揭晓，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
士。(1月11日新华网)。

又有两位科学家，站到了中国科技
的最高领奖台上，以最为瞩目的方式走
进公众视野。显然，他们会成为各大媒
体的头条人物和公众的谈论焦点。然
而，在此之前，泱泱华夏，又有几人熟悉
他们？

因为获奖才出名，这似乎成了中国科
学家们的宿命。打开记忆的阀门，除了钱
学森等少数老一辈科学家，新一代的科学
家又有几人为公众所熟知？

当然，这里有着科学自身的原因，也有
着科学家自身的原因。科学家与演艺人士
不同，演艺人士常常会因为一个很偶然的
原因而一炮走红，但科学本身有一个长期
积累的过程，在科学家的成果未出来前，尤
其没有与大众传媒结合前，公众缺少关注
的机会。而且对于大多数的科学家来说，
由于性格的原因，由于时间的关系，也一般
不愿意主动向社会尤其非专业人士介绍自
己。承认这些非公众因素，并不意味着我
们应该否认公众因素。不得不说，当前整
个社会对科学远远不如对娱乐更关注，对
科学家的个人奋斗远远不及对娱乐明星情
史更感兴趣。

即使那些已经摘得桂冠的科学家，社
会对他们的关注也往往表现为速朽状态。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
16 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他们是吴文
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
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吴
征镒、王忠诚、徐光宪。每个人都不妨逐一
对照，这其中，你到底熟悉几位？能否达到
一半？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一方面，科
学家唯有获奖才出名；另一方面，他们出名
了，随即又无名了。当然，我们可以说科学
家未必在乎社会关注，未必在意虚名，但
从传递价值导向、培育科技氛围来看，社
会却是需要对科学家群体给予足够关注
的。或许今天造原子弹的已经比得上卖
茶鸡蛋的了，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未必
比得上贩鸡蛋的，未必比得上星工厂那些
砸蛋的。站在民族复兴的平台上回头审
视，这难道不是社会的遗憾吗，不是一种
价值观的失衡吗？ 毛建国

大贪何以能“潜伏”20年？
“留下2000万给儿子、2000万给女儿女婿、2000万

给自己安度晚年”，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接受新华社记
者专访时披露，叶树养曾给自己定下这样的“宏伟目
标”。他从1988年在任新丰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党
委书记收受第一笔贿赂开始，至2008年东窗事发为止，
涉嫌受贿人民币、港币1800多万元，另有人民币1600多
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1月11日《广州日报》）

或许叶树养贪污受贿的金额不是最多的，但叶树
养之贪婪，之跋扈，之为所欲为，并能够长期腐而不败，
却让人叹为观止。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叶树养不仅
没有被发现问题，反而平步青云，升迁至韶关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甚至还当上了“惩防腐败
体系建设考核工作组”组长。新华社报道认为，叶树养
之所以没有被及时查处，一方面与他敛财手段颇为隐
蔽有关，另一方面与有关部门监督不力和“一把手”监
督难有关。这未尝不是一种反思，但是要说到叶树养
敛财手段隐蔽，我不以为然。

石门水电站是在2001年8月15日被贱卖，其时叶
树养任新丰县县委书记。“为什么不卖给出价高的，反而
卖给出价低的？让人怀疑其中存在什么猫腻。”为此，电
站200多名职工赶到县政府大楼前静坐抗议，但受到叶
的怒斥：“我卖电站关你什么事！”职工们纷纷上访检举
叶树养的所作所为，但所有检举材料都原封不动地回到
了叶树养手中。而且广东省检察院反贪局办案人员也
表示，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人反映叶树养作风霸道、胆大
妄为、敛财成风的负面情况。当百姓怨声载道，检举材
料络绎不绝，还能说叶树养的敛财手段颇为隐蔽吗？

真正的问题不是手段之隐蔽，而是相关部门的对
民意民愤的漠视。一件明显有悖常理的贱卖国有资产
事件，为什么在引起了职工大规模的静坐抗议之后，仍
得不到查处？为什么职工们的检举材料最后都原封不
动地回到被检举对象手中？在新丰县广泛流传的“叶
树养一人得道全家升天”的说法，为什么没能引起关
注？只要有关部门愿意，民众的怨言就不难听到，官员
的劣迹就不难被发现，然而事实是，叶树养竟能逃过一
次次的考核及考察，并平步青云。这无疑表明，有一种
对官员的评价考核体系，根本截然不同于一种真实的
民意民心。

当民意被漠视，一种为所欲为的贪腐才会显得“隐
蔽”。换言之，因为一种反腐机制拒绝公众监督的参
与，叶树养那些已经天怒人怨的腐败行为才会显得“隐
蔽”。因此，叶树养为自己定下的“3个2000万”的贪腐
目标，不是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贪腐传奇，而是一次对
于反腐机制的嘲弄与羞辱。一切公权力莫不来自公众
授予，但是没有公众监督的公权力如何体现其合法性？

必须向民意索求对官员监督的有效性和及时
性，这样的说法已经十分俗套，但它又总是显得这
么现实。 杨耕身

无价的公序良俗与有价的欲望裸奔零下5摄氏度低温，
光着膀子在室外溜达一
圈会是什么感觉？两男
一女为赢取火锅店送出的300元现金，选择脱
掉厚棉袄，穿上比基尼，在寒冷的室外，秀一把
身段。现场找不着男士泳裤，叶先生大胆地穿
上了女士比基尼。（《河南商报》1月12日）

在这个商业炒作风行的时代，这样的事
儿早已屡见不鲜。前些年，在沈阳某商场，
12名男女青年为了获得价值1000多元的衣
物，竟穿着泳装在场内飞奔着“淘宝”。而西
安某商厦为了促销羽绒服，也曾让不少女性
穿着“三点式”疯跑。商家与参与者，周瑜打
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似乎不需要
外人说三道四。然而，裸奔的商业秀当真与
我们无关吗？眼球可以假装看不见，但公诉
良俗又能承载多少这样的欲望裸奔？

从来没有想过，在社会文明高度发展
的今天，我们竟然会为了些许的利益脱去

遮羞的外衣。商业鼓点中甩落的黑色外
套，不仅“榨”出了掩藏在皮袍下的“小”来，
也隐喻着日渐让人尴尬的“道德虚火”。

“只要半裸换衣，就可获得免费的奖
品”，在商业噱头的“感召”下，无价的公诉
良俗大堤轰然崩塌，便上演了一幕幕有价
的欲望裸奔。“为奖脱衣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这不能说是毫无廉耻，只能说是
抵抗不住诱惑。对此，有人曾经感叹，当诱
惑成天价，有几人不裸奔呢？这自然是一
种“戏言”，但正是这种具有相当社会认同
度的“戏言”，将传统价值观沦落的现实语
境“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们为什么很难抵御诱惑？在我看
来，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道德的虚火”已
经逐渐在“消溶”我们的人性美好，让人性

之丑屡屡甚嚣尘上；
其二，商业资本推动
的不良诱惑，导致了

诸多无谓的道德沦陷。所谓“裸奔可获免
费衣物”之类促销活动，就是一种人为创造
出来的干扰社会公诉良俗的“诱惑载体”。
事实上，商家免费送出价值数百上千乃至
更昂贵的衣物或者直接发奖金，对经济条
件富裕的人来说，可能会嗤之以鼻，但对很
多“穷人”而言，岂能会不动心？或许就在
踌躇之间，尊严的防线就一泻千里。

诱惑“不文明”是一种真正值得警惕的
不道德，不仅仅在于商家缺乏健康的商业伦
理，还在于，对于很多破坏社会公诉良俗秩
序的商业炒作活动，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监
管和监控。如此游走在管理真空和道德边
缘的欲望裸奔，该不该被亮起红灯？我想，
这不应该成为争论的议题——不论是以文
明的名义，还是以制度的力量。 陈一舟

1月10日，银川的媒体上，《中共银
川市委员会干部任前公示公告》为期一
周的公示期结束。这个2010年“第1号
公告”，对于拟提拔的两位处级干部来
讲，格外有分量：新提拔处级干部须申
报财产。（《人民日报》1月12日）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被称为反腐败
的终端机制。通过公开官员财产，实现
对权力的监督，这是国际惯例，也是政治
文明的内在需求。当前，我国“公开官员
财产不差论证只差行动”，既有国外大量
成熟经验予以借鉴，又有国内相应实践
进行支撑。然而，尽管舆论呼吁了20多
年，看似“水到渠成”的官员财产申报制
度至今仍然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官员财产申报虽然形成广泛共
识，但相关立法仍然举步维艰。个中
原因何在，早已是一个地球人都明白
的事情。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
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
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这是官员财
产申报制度迟迟没有推进的关键所
在。而或许正因如此，银川才退而求
其次，先拿新官开刀。我赞赏这种制
度尝试，但我并不认为这种举措会有
实质性的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
曾经刊登署名为刘日的文章指出，“新后
备干部”相对年轻、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要“进步”、将要“担当
重任”。所以给他们率先公示财产，让他
们接受新的清廉的官场文化和规则最为
合理。看起来，这似乎还是一种颇有市
场的“逻辑”。但问题在于官员财产公
开，是一项面向所有公务人员的制度设
计，怎么还能“选择性公开”呢？新提拔
干部需要以先公示财产的方式来学习清
廉官场规则，不公开就不予提拔，而“老
干部”则不需要，可以站在一边看热闹，
请问制度的公平性何在？

即便是抛开公平不谈，这种选择
性公开也很容易沦为形式主义。怎么
这么说呢？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掌握新官考核管理大权的“领导干
部”们都没有进行财产公开，自己都没
有以身作则，如何去要求“新官”？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确立和推行，
是一项渐进性的行政体制改革，当然不
可能一蹴而就，但要谨防在此方面的制
度探索异化成“廉政花样”，看上去很
美，听起来轰轰烈烈，可热闹一段时间
以后再回头来看，还是需要推倒重来，
白白浪费了很多公共资源。 鱼烟罗

束之高阁
新书出版1年以内

必须按标价销售，不得打
折？网店销售新书可略
优惠，但不能低于 8.5
折？近日，酝酿两年的
《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正
式出台，其中关于新书不
得打折、特别是网上书店
卖新书也不得低于8.5折

的规定引发争议，很多习
惯在网上买书的网友表
示不满。有法律学者直
指这一行规涉嫌违反《反
垄断法》。好在《规则》目
前只是行业规定，不具有
法律效力，《规则》中称对
包括网上书店在内的所
有图书发行销售企业具
有“自律约束力”。

焦海洋 文/图

建在商业区的车管所服务站

车管所工作人员微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