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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A11

整治交通违法重在严管“陋习”
只要违法必追究 一旦执法须到位

连日来，本报持续报道了上海
交警部门在全市开展的交通违法大
整治行动。在本次执法行动中，行人、
非机动车、机动车违法行为都被严管
严罚，强度与范围可谓前所未有。市
民们对大整治有着怎样的评价？在记
者采访中，市民的观点非常一致：“整
治交通违法陋习势在必行。”
市民王先生家住浦东，每天上

班经过西藏路隧道，进入隧道前有
一段路非常堵，为了节约时间他经
常从相向车道逆向行驶超车绕过堵
点，昨天被交警抓个正着。虽被罚款
扣分，但他依然支持交警严查交通
违法。“我以前也很守规矩的，但是

老老实实排队老是被插队，守法排
队等半天，边上一会一辆车逆向超
过去，久而久之心态就变了，只要有
一辆车超上去，后面就会有人学
样。”王先生说，如果交警能够坚持
这样的执法力度，但凡违法就要被
罚，司机们看在眼里肯定不会以身
试法。“关键是要处罚第一个带头违
法的人，如果他没事，后面一定有人
效仿。”王先生说，他希望大家都能
守法驾车，路本来就堵，超来超去其
实开得更慢。
市民孙先生告诉记者，这两天

他的朋友圈被刷屏了，都是交通大
整治的消息，他觉得这种氛围很好，
只有大家都开始重视对交通守法，
道路秩序才能好转。但他同时也希
望大整治的效果能够长期持续。“大
整治在短时间内肯定有效，但如果

全年都保持这样的力度，对警力配
置将是极大的挑战，毕竟交警还要
应对道路拥堵。”孙先生表示和春节
严控烟花爆竹相比，整治交通乱象
的时间跨度长、难度更大，大整治能
否取得成功，取决于交警部门的决
心与智慧。

市民张小姐曾在德国留学，她
认为德国良好的交通守法率也是被
管出来的。“我在德国有两次心怀侥
幸违法停车，平时在路上一个警察
都看不到，但每一次我违停都被迅
速贴单了，一张罚单 !""欧元，相当
于 !"""元人民币。”张小姐说，有了
这两次经历她在德国再也不敢违法
停车了，原因显而易见：你看不到警
察不代表警察看不到你；罚一次就
让你肉痛到底。张小姐表示，当“最
严执法”成为常态，违法成本高到难

以接受，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守法，在
中国其实也是如此，例如前几年醉
驾入刑后，酒驾违法行为马上大幅
减少。
市民方女士在黄浦区新天地附

近工作，她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淮海路黄陂南路路口极少有行人
闯红灯，就算没有交警管理大家都
很守法，但过了几个路口乱穿马路
现象又出现了。“同一批人，在不同
路口行为为什么会不一样？”方小姐
表示，她觉得当在一个路口守法成
为了大部分人习惯，少数人就会跟
从，反之亦然。“交通大整治也是同
样的道理，严管严罚只是一种手段，
最终目的是要让大部分人养成守法
出行的习惯，而这并非交警凭借一
己之力可以做到，需要全社会共同
的努力参与。”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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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挣万元收入超网红
在线教师 /=在职教师#你怎么看,

最近“一小时收入 !334%元，
在线辅导教师收入超网红”的消息
引发关注。据媒体调查，网传高收
入是真的，但教育部门一位负责人
称，兼职“线上辅导”属在校外机构
兼职获取报酬，是被禁止的。
对此，网友们怎么看呢？本报为

此推出民调，截至今日 !"时，共有
4!$!位网友通过新民晚报 566、新
民网、新民晚报新民网官方微博等
平台参与了关于此事件的“调查”。

本次调查中，有近三成（%37）
的网友表示“该禁，教师会强制学
生购买”。网友“4%0#"”留言：“应严
格规范在职教师兼职线上家教的
行为，避免在职教师利用职务之便
强制或唆使班上学生报名自己的
网络培训班。”网友“89*::;”则表
示：“短期内貌似学生受益，用较少
的钱换取了自身需求的知识，然而
之后随之发展，老师没有人在实体
教学中奉献，天天准备网上授课的
内容，岂不是本末倒置！”

同时，有近两成（!37）的网友
表示“应辞职后当在线教师”。网友
“象牙山村刘能”留言：“你要是想
通过网络挣大钱，那就辞职，别把
精力都放网络上，把真正的教课耽
误了。”网友“#%0%!4”也表示：“德
国是明文规定不许老师给自己的
学生课后补课，所有的内容必须在
课堂上讲完。”网友“风风云云”则

表示：“我国教师都是财政供养人
员，也就是拿纳税人的钱工作，你
愿意这样的教师做好本职工作还
是把精力花在网络挣钱上？”

不过，有两成（%"7）的网友却
表示“该鼓励，线下补课太贵”。网友
“普天下的人民都爱你”留言：“应该
推广这种网络教育模式，别看人家
网络老师赚得多，但收费实际上比
线下那些补习班便宜太多了，实实
在在地减轻家长负担。”网友“已客
满”则质疑道：“为什么禁止，让那些

有电脑的小型城镇学生接触优秀教
育资源，不好么？”网友“%%<0%4"”也
认为：“出现新东西，不是想着去规
范，而是先禁止，这就是懒政。”

此外，还有逾三成（<$7）的网
友则质疑“学生需要这么多的补课
吗”。网友“李天一”留言：“高三的
时候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听网课，
现在想想真是太痛苦了。”网友“御
风 !=#1”也认为：“对于义务教育
期间的学生来说，在线不在线的确
影响不大，能在课堂学好的孩子已

经没必要去线上补习了。”
从本次调查看，更多网友们支

持禁止在职教师去当兼职在线教
师。近年来，一些富裕家庭通过高
薪聘名校教师补课来保证孩子进
入更好的高校> 网络教师的出现，
让一些中低收入家庭可以重新获
得和这些优势家庭“公平竞争”的
机会，自然会得到部分网友支持。
但这种替代品其实仍是应试教育
催生的“怪胎”，仍会加重孩子们的
课业负担。 新民网记者 沈小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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