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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全国5000余干部“收礼”受处分，对“人情贪腐”如何说不？

利用节庆及婚丧嫁娶收受礼金———中央巡
视组第二轮巡视最新反馈意见中指出， 这一问
题仍在多个被巡视地区和单位存在。

自中央八项规定发布， 至今年
９

月
３０

日，全
国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６

万多个，其中
“大操大办婚丧喜庆”“收送节礼”的“案发率”排
名第四，

５０００

余干部因此被处理。

专家指出，打着“人情往来”幌子的行贿受
贿，犹如堤中蚁穴，舟底虫蛀，一旦放松警惕将
堤溃船沉。 中央巡视组的点名， 表明了中央对
“人情贪腐”说“不”的坚决态度。

节假日变“进贡日”，大操大办酒宴占违规
案近三成

端午、 中秋、 春节……节假日成了“进贡
日”；满月酒、婚丧宴，动辄就随礼成千上万元。

中央三令五申下，“人情贪腐”仍屡见不鲜。

仅今年
８

月份， 中纪委公布
１５３

件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案件中， 有

４０

多起案件涉及违规
办满月酒、婚宴、生日宴、出生宴等，占比近三
成。专家分析指出，这些违规办宴的干部多半手
握要权，而参加宴者往往怀揣目的。这样的人情
往来极易滑向贪腐。

“集腋成裘”，人情往来“成就”千万元贪官。重
庆永川区招投标办原主任戴兵

７

年受贿千万元，除
了逢年过节，工程包工老板们要向他奉上

３０００

元
－

１

万元的“红包”。戴兵的生日更是这些老板们不敢
怠慢的日子，生日礼金在

１

万元到几万元。

“集体受贿”，互不避讳收礼猖狂。在深圳环保
系统腐败案中，

９

名被查处的环保部门工作人员，

均在年节大肆收受辖区内企业红包、 礼品。“少则

价值一两千，多则上万元。”办案检察官表示，收受
红包礼品在这些人员之间并不是秘密， 他们互不
避讳，甚至还多次出现代收转交的猖狂局面。

“习以为常”，送礼收礼双方心照不宣。襄阳
市樊城区委原副书记鄢汉生操办父亲丧事，接
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及其他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
的单位和个人所送礼金

２５．６

万元。湖北理工学院
副院长王青云女儿结婚， 其向学院干部职工发
放请柬

２８５

份，接受亲戚外人员礼金
１３

万余元。

“人情往来中暗含贪腐‘因子’， 更可怕的
是，不少人对这种打着礼节、情意的贪腐习以为
常，甚至认同和维护。”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教授文军说，“这说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长久以
来存在这样的问题， 也昭示着基层的反腐工作
要久久为功。”

“礼”在当下“利”在日后，人情往来成贪腐
“挡箭牌”

节日喜庆、婚丧嫁娶本是传统习俗，亲朋好
友“随份子”、送礼物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一些地
方、 一些官员， 正是利用这些人之常情而心安
“礼”得，以致它膨胀、走样，成为贪腐“挡箭牌”。

有的是不敢不送。“谁送礼了领导不记得，

谁没送领导记得”，曾经流传的短信段子，形象
地反映送礼收礼双方的微妙心态。 上海一位街
道干部小李说：“逢年过节或领导家里有啥喜

事，不敢不送呀。”而一些反对送礼的人则被视
为“不正常”，如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
一职工曝出该单位南京项目部“送礼”后，竟被
单位同事斥为“叛徒”。

有的是想方设法找机会送。 一些企业老板
告诉记者，平时给领导送礼稍显冒昧，领导家办
事是送礼的最好时机， 双方都方便。“送礼并不
是直接有所求，而是旨在培养关系，维系情感，

在将来某个‘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对此，上海政法学院法学教授汤啸天表示，并
无直接关系的送钱送礼， 有些在行贿情节的认定
上有难度，这也让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敢于猖狂。

“普通人的人情往来， 一般也就三五百元，

谁会动辄送几千、几万？如果官员没有了权力，

还会不会有人过节跟他‘人情往来’？”上海纪检
干部陈炳文认为，“凡是超出一般人情来往的礼
金，都不会是‘免费的午餐’。”

对于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公务人员来说，尤
其应当在礼尚往来的过程中“自清自律”。如果
官员对于超出合理程度的“人情往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那么等反应过来，就会被“糖衣炮弹”

击倒在“血泪教训”中。

对“人情贪腐”说不，禁止婚丧节庆送礼打
“擦边球”

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

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早有规定， 但公务
人员在节假日收受的礼品、 礼金如何界定却一
直规定不明， 正是这一漏洞为人情往来送礼留
下了打“擦边球”的空间。

随着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 全国各地狠
刹过节“随礼风”的要求日趋严格和细致，各
级政府相继出台明确禁令， 彰显了从中央到
地方对这一“惯常式贪腐”顽疾“开刀”的决
心。

为卸掉“人情枷锁”，向不良的送礼风气宣
战，辽宁省近日要求，党员干部在办理婚嫁事宜
１０

个工作日前， 要将有关情况报本单位主管领
导审批；办完丧葬事宜

１０

个工作日内，要向本单
位主管领导报告有关事宜。

河北省石家庄市严禁党员干部办理婚丧事
宜邀请同事、部属等利益相关人员参加，婚事限
定一事一天一地办理，婚礼宴席不超过

２０

桌。辽
宁鞍山市则要求， 党员干部不允许操办直系亲
属婚丧以外任何事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
生指出，只有通过严规细则，才能让官员的日
常行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敢再打着“人情
往来”的旗号贪污受贿，让试图行贿的人无空
可钻。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９

日电）

急功近利·跟风模仿·自我写作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直言文学创作三大弊病
价值混乱，道德滑坡，底线失守，诋毁体制；

调侃崇高，亵渎经典，颠覆历史，甚至丑化人民
群众和英雄人物……“这种打着‘文体实验’的
旗号，企图歪曲甚至改造主流价值观的现象，应
特别引起重视。”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

习近平总书记
１０

月
１５

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把全党全社会对文艺问题
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新水平。如何使总书
记讲话精神在文学界落地生根？如何及时梳理、

解决当前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点问题？ 如何廓
清文学工作者的思想迷雾和文学实践中的困
惑？何建明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记者：总书记提出，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
身之本。而在当代文学界，“急功近利写作、急功
近利争奖项、急功近利自吹自擂”等现象较为普
遍。对此，您怎么看？

何建明：当代文学界急功近利、心态浮躁现
象确实比较突出：有的作家受利益驱动，一味追
求发行量、点击率；有的作家把作品研讨当成广
告推销，花钱买“赞扬”；有的作家盲目追“奖”，

企图靠拿奖来改变“命运”……

作家不该为名利攀比， 却应该攀比文学作品
本身。比如今天人们提到“文学陕军”时，还会记住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这三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
名字。当年，路遥啃着馍写出了《平凡的世界》，陈忠
实写出《白鹿原》后，贾平凹不服气、铆着劲，随后他
创作的《秦腔》也斩获了茅盾文学奖。这种文学作
品上的“攀比”，恰恰造就了陕西文学的辉煌。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

正如总书记所说，创作是文艺家的中心任务，作
品是文艺家的立身之本。只有那些“静下心来、

精益求精搞创作， 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
民”的作家，才能被人民接受、被时代记住。

记者：总书记还提出，当前文艺创作存在着
“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
费”等问题，这在文学创作领域是否也有体现？

何建明：几年前我在作家出版社任社长时，

发现近百部长篇小说中， 有六七十部都是低劣
庸俗的官场小说，模仿现象特别严重。由于心态
浮躁、名利驱动，一部好的作品成功了，跟风模
仿、重复性生产便不断涌现；有些成功作家自己
也停止了创新的脚步， 简单地重复成功而没有
超越。 这些便造成了总书记讲的“有数量缺质
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久而久之，使得
中国文学没有突破，文化的品位显得不高。

如果说重复跟风还是表面问题， 那么文学
作为精神产品， 价值观阵地的失守更要值得警
惕。文学队伍中有的人价值混乱、道德滑坡、底
线失守；有些优秀作家为迎合西方口味，有意疏
远和诋毁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有些文学作品诋
毁体制、调侃崇高、亵渎经典、颠覆历史，甚至丑
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这种打着“文体实验”

的旗号，企图歪曲甚至改造主流价值观的现象，

应特别引起重视。

我们的作家， 特别是有爱国爱民之心的作
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站稳政治立场，创作
生产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 体现中华文化精
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优秀作品，做时代风
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记者：近年来，受一些社会环境的影响，为
人民写作反而受到冷嘲热讽，甚至被恶意贬低。

“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作家如何将“为
人民写作”作为自己的创作追求？

何建明：当前，文学队伍里有人认为写作是
个人的事，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人民不人民，与
我无关；有人认为，写人民的作品往往不受读者
和圈内抬举， 干脆回归所谓的“自我写作”。于
是，有些作家热衷于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严
重脱离大众和社会现实； 有的作家生活积累已
经掏空还要硬写， 明知肤浅粗糙却急于发表出
版。 这些问题根源在于一些作家对人民性的认
识有偏差， 距离真正的人民和人民的生活越来
越远，甚至“人民”在一部分作家心目中变得很
廉价、很低级，或很丑陋。

“为人民写作”应该是中国作家永无止境的
艺术追求。今天的时代，我们的人民在推进社会
发展、 建设现代化的实践中的精神风貌和丰富

情感，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对于这份
天赐的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中国作家们没
有理由不去珍惜、不去热情讴歌它，更没有理由
冷落或忽视它。“为人民写作”，就是要让作家对
人民爱得彻底、爱得干净、爱得无私，自觉自愿
地扎根人民、深入生活，这是与作家的情感、血
脉和思想紧密相连的。

记者：您认为，好的作家应具备哪些素质？

您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哪些期待和展望？

何建明：我认为好作家应具备五个要素：政
治家的远见、思想家的敏锐、社会学家的博识和
普通人的情怀，最后才是作家的本事。忽略了哪
一项，都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作家，不能称得起
“灵魂工程师”的称号。

中国文学正呈现一个百花争艳、 风起云涌
的态势，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文
学环境。文学需要一种力量，哪怕一个孤独的写
作者，也需要这种温暖与关怀。我们要利用好这
一环境， 把全体文学工作者的思想统一到总书
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上来， 扎根人
民，深入生活，潜心创作，一定能创作出更多无
愧于民族时代的优秀作品， 让中国文学走向世
界的步伐迈得更加坚实有力。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９

日电）

忽视 新华社发大巢作

水 少·水 脏·水 黄

———城市饮水安全三大焦点透视

是什么因素影响饮水安全？ 如何解决“水
脏”“水黄”问题，让百姓喝上放心水？记者近日
就此展开调查。

水源缺少和污染已成饮水安全头号问题
兰州、武汉、靖江……短短一个月之内，我

国就有三座城市发生饮水安全问题， 再次牵动
人们的神经。

这只是我国饮水安全环境日益脆弱的一个
缩影。近几十年来，因工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造
成的水资源过度开发和水污染， 已经开始威胁
城市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 因为不符合国家水
质标准要求， 多个省份的水务公司进入了环保
部的督查“黑名单”。

水利部资料显示， 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
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全国年平均缺水量
高达

５００

多亿立方米。水资源分布不均，北方缺
水尤为严重， 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国土面
积占全国的

６３．５％

，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１９％

。

国际公认的极度缺水警戒线是人均
５００

立
方米，而北京、天津等城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不足
２００

立方米。

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窗”显示，目
前北京居民喝的每三杯水中， 就有两杯为地下
水。而令人不安的是，据北京市水务局数据，北
京地下水位已由

１９９９

年的平均
１２

米左右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
２４

米左右， 在北京地面上已形成
２６５０

平方公里沉降区。

出于对饮用水安全的担忧， 越来越多的城
市人开始更多地饮用桶装水、瓶装水，使用过滤
器、净水器……然而，市场上层出不穷的净水装
置也难以让人安心。

饮水安全的前提是水源安全。“但现在好水
越来越少，水源地水质变差，令人忧虑。”清华大
学环境学院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

要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首先要从源头抓起。

目前全国有
４００

多座城市缺水， 其中
１１０

座
严重缺水。除了水少，水还在变“脏”，让自来水
水质雪上加霜。

记者调查中发现，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

也让水源地地区面临水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两难选择。发源于江西安远县的东江一路南下，

惠泽河源、惠州、东莞、广州、深圳、香港，约
４０００

万人的生活用水依靠东江。然而，这个稀土、钼
矿、 电气石储量丰富的小县城， 为了保护东江
源，至今未能摘掉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帽子。

在供水能力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
水源工程建设严重滞后，工程性缺水问题十分突
出。西北等地资源性缺水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在一些地方的水源地， 由于上游和沿岸保
护红线范围内并未实施有效保护， 水源地周边
垃圾遍地、矿山私采乱开，水面开发旅游、网箱
养鱼，水质遭到严重污染。还有一些企业将没有
经过处理的超标污水直接排入河流， 造成水源
污染。

供水管网“二次污染”造成“最后一公里”安
全隐患

“水源、供水企业、二次供水是饮用水安全
的三个关键环节。供水管网的‘二次污染’也是
影响城市供水质量的重要因素。”傅涛说。

即使水厂的出水水质合格， 但在输水过程
中，仍可能遭受“二次污染”的威胁。

水源变差， 就需要自来水水厂采取多种措
施保障水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 我国开始强制实施新版
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这一标准被业界称
为“堪比欧盟，甚至有些指标超过欧盟标准”。在
１０６

项强制标准下， 各地都采取措施力求达标。

然而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 政府在供水领域投
入不足，导致城镇自来水管网中，相当数量的不
达标管网长期运行。

南昌水业公司投入一千多万元用于添置满
足新国标需求的检测设备， 经检测其出厂水质
达标。但仍有不少南昌市民反映，水里有异味难
以饮用，有关部门发现，问题就出在二次供水管
理和设备上。

放眼全国，尽管进行了大范围的管网改造，

但仍有不少低质管网和超年限服役管网。 在长
期使用过程中，老旧水管易腐蚀、结垢，产生微
生物细菌种子， 与水中营养物发生反应， 形成
“二次污染”。

据业内调查，个别城市的供水设施使用年限
已接近甚至超过

５０

年，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因管
网老化或挖掘破坏而造成的爆管事故等也时有
发生。在北京，老城区管网漏损率达

１５％

至
２０％

。

由于市政供水管网压力不够， 一些老旧小
区六层以上的建筑都需要借助二次加压实现供
水，有些二次供水水箱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常年
未清洗、消毒或未盖加锁，影响了水质。

水龙头铅超标也是一个隐患。 温州市家庭
作坊生产的“毒水龙头”被曝光，经检测其锌含
量大大超出国家标准。

目前， 我国二次供水设施的监管法规仍是
空白。但在《全国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十
二五”规划及

２０２０

年远景目标通知》中，记者看
到有

４１００

亿元投资将用于加快推进城镇供水设
施改造与建设。

谁来保障饮水安全？

保障饮用水安全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
任务，一旦发生水质污染，谁来保证饮水安全？

专家认为， 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的根本在
于确保饮用水水源地安全。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子
健认为，在重要水源地，应加强监测，建立完善
的预警系统。

备用水源地建设对城市极其重要。 在兰州
苯污染事件中，由于兰州本地没有备用水源，使
得保障饮水安全难上加难。

由于缺水， 很多地方没有能力建设备用水

源地。在北京，应急备用水源已经作为常态使用。

除了建设备用水源， 饮用水安全事件还警
示各地应加强日常水质管理。 供水企业应对一
定时期的水质状况进行分析， 对水环境发生的
影响变化进行检测， 按照需要适时给出变化的
警戒信息及相应对策。

“国家应建立饮用水安全信息统一公布制
度。”中科院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毅
说，一旦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并成为常态，在出现
水质污染时便可有效应急，将危险降到最低。

２０１３

年初，住建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供水
企业在年底前建立水质信息公布制度，加快水质
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年

１

月
１５

日，北京市
自来水集团首次在官网公布自来水水质信息。

为应对南水北调水进京后可能存在的“水
黄”，北京自来水集团正筹建应急饮用水储备中
心，将储备

３

万桶桶装水、

８０

万瓶瓶装水，能够满
足
５０

万人一天的基本饮水需求。

“为保障饮用水安全， 制定专门法势在必
行。”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

饮用水安全管理法律体系亟待健全， 应尽快制
定《饮用水安全法》，对水源地、水输送、水生产、

水消费等都作出规范。

《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
(2006

—

2020)

》提出，到
2020

年，国家将全面改善设市城
市和县级城镇的饮用水安全状况， 建立起比较
完善的饮用水安全保障体系。

环境保护部曾先后启动了全国城市、 城镇
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
工作， 同时加大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执法监
督力度。

目前我国已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
五规划》、《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2011-

2020

年）》以及《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总
体规划（

2013-2020

年）》。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 环保部正会同有关部
门紧锣密鼓地编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并组
织实施，重点是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较好湖
泊等高功能水体，消灭劣

Ⅴ

类等污染严重水体，

加强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 开展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和规划考核断面水质监测。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说， 自来水从水源地、

水厂、管网到用户家中，都要有相应的管理规范，

政府、企业、公众包括物业公司均须负起责任。

（新华社北京
１１

月
１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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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 青海省境内连续发生
重大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增多。当
地交警部门现场勘查发现， 这些
事故屡屡发生在长下坡路段。

鉴于春运即将到来，交通进入
繁忙季节，交通专家呼吁驾驶人员
遇到此类特殊路段一定要减速行
驶，提高警惕性，以免酿成惨剧。

长下坡、风险大，司机玩儿命
谁都怕

１１

月
４

日，一辆重型半挂牵引
车在青海省乌兰县境内的一处长
下坡路段连续撞击

６

辆车， 造成
７

人死亡
５

人重伤。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一辆吊车在青海
省兴海县境内一处长下坡路段连
续撞击

１４

辆汽车和
６

辆摩托车，造
成
９

人死亡
１５

人受伤……

近期， 青海境内长下坡路段
发生三人以上死亡的交通事故

４

起，共造成
２２

人死亡，

２４

人受伤。

接连发生在长下坡路段的交
通事故引起了广泛关注。 青海交
警、 交通等部门在发布交通管理
应急处置预案时， 提醒驾驶人员
在特殊路况和恶劣天气情况下，

加强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减少
交通事故的发生。

青海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事故
预防支队副支队长张世杰介绍，

１１

月
４

日的交通事故现场录像显
示， 肇事车辆像脱缰的野马冲下
山坡，由于是重型半挂牵引车，坡
度越陡速度越快。 被撞的两辆小
轿车严重变形， 大客车侧翻在一
边， 车体面目全非， 周围都是血
迹，现场惨不忍睹。

１０

月
１３

日傍晚， 一辆载重吊
车由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花石
峡镇的一处工地驶往西宁市方
向，当车行至国道

２１４

线海南藏族
自治州兴海县河卡镇中心街道
时，与道路两边停放的车辆、路上
行驶的车辆以及行人发生碰撞，

造成
９

人死亡，

１５

人受伤。现场初步勘察，事故地点也是
长下坡路段，出事碰撞点距离终点长达

１８１

米。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以上两起事故外，还有西宁
市至倒淌河一级公路日月山路段， 也是交通事故多发
的长下坡路段。今年

１

至
１０

月，当地交警共接到交通事
故警情

６５６

起，其中死亡事故
２９

起，造成
４１

人死亡。

忽略警示标识，成为事故盲点
“长下坡路段本身就是交通隐患，一旦司机忽视这

一警示，放松警惕性，很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青海省交
警总队副总队长陶学斌说。

陶学斌介绍， 以最近发生的两起案件为例， 事发
前，车辆连续下坡行驶，频繁使用刹车，造成制动器出
现热衰效应， 驾驶人临危采取措施不当， 导致严重后
果。其间接原因是，驾驶人对路况和车辆安全性能没有
充分了解，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道路交通标识、

减速带严重不足，没有避险车道；被撞车辆交通安全意
识差，未能按规定行驶或停放。

据分析，

１０

月
１３

日事故路段穿越河卡镇中心，车辆
从山顶隧道驶出后一直下坡至商铺和饭馆集中的“马
路集贸市场”，事发时正是晚餐时间，很多路过车辆停
车就餐。人多、车流量大加重了事故后果。

而
１１

月
４

日事故路段，只在刚下坡时有交警部门制作
的一个铁皮警示标牌。“这个路段隐患比较严重， 弯道处
一度经常翻车，发生过多起重大交通事故。”陶学斌说。

专家指出， 长下坡路段的安全隐患仿佛陷入一个
“怪圈”，驾驶人员主观上安全行驶意识不足，道路安全
警示标识少、 避险车道缺乏未能给驾驶人员足够的警
示，加之青藏高原天气多变，道路多为落差较大的上下
坡和急转弯路段，各种因素叠加，很容易酿成车祸。

坡道交通风险，亟待引发关注
鉴于长下坡路段多次发生事故， 当地政府成立整

治小组，开展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河卡镇所在的兴
海县交警大队在距镇以西

２．９

公里处设置主要针对大
型工程车辆、客运车辆的强制冷却点，防止车辆因频繁
制动刹车失灵而引发事故。

根据交警部门的建议，兴海县交通局拟设立禁停、

限速等标识牌
１７

处，减速带
５

处。

专家指出，要想减少此类事故发生，一方面要加大对
长下坡路段交通安全隐患的排查和治理， 另一方面要加
强安全防范教育，让驾驶人员提高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

陶学斌表示，从长远来看，交警、交通、路政、运管
等部门应该对道路隐患进行“全面体检”，在长下坡路
段增设醒目的警示标识， 增加紧急避险车道和紧急停
车带，使出现险情的车辆有一个避险的空间。另外，在
长下坡、急转弯等路段前端设置检查点，检查车况，提
前预防事故的发生。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萍指出， 发生交通事
故主要是人、车、路、环境等四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其中
人的因素最重要。“驾车出行，生命安全最重要。一些驾
驶人员存在侥幸心理，特殊路段和恶劣天气下，就算是
经验丰富的司机也不敢掉以轻心，应该低速挡慢行，或
者停车降温散热等。”

“针对大型载重车、作业车、客车以及危化品运输
车的驾驶人员，应该建立定期考核制度，将安全意识教
育和交通运输法规的考核常态化，警钟长鸣。”唐萍说。

（新华社西宁
１１

月
１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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