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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临牌违法且易造成交通乱象
车主认为!买假临牌的汽车销售知假卖假"也是诈骗

本报昨天二版刊发《沪警方捣毁苏皖沪
假临牌一条龙》整版报道，揭密犯罪团伙层
层加价数十倍转卖假临牌的内幕。因为触及
沪牌拍卖这根最敏感的神经，引发读者热议。

许多读者和网友认为，假临牌之恶，已不
是简单的牟取暴利，而是送人入监，因为即使
不知情，使用者也要被拘留。也有读者认为，
假临牌的火爆，是沪牌拍卖中签率过低的结
果，虽然外地临牌即将在上海外环内限行，外
地假临牌将无用武之地，但并不能治本。对
此，警方建议，拍到牌再买车，买了车又拍不
到牌，就应该愿赌服输。

!卖假临牌"骗钱又坑人#

“我看文章里也说，很多买假临牌的人，根
本就是主动的。”家住本市杨浦区的钱峰是一
名有着 !"多年驾龄的老司机，他最恨的就是
那些“光屁股车”。“乱变道，乱停车，乱掉头，伊
拉根本勿怕，为啥？因为电子警察拍到也没用，
没牌照，临牌也是假的。”因此，钱先生认为买
卖假临牌不但违法，更是造成交通乱象的重要
原因。
市民潘先生则是假临牌的受害者。此前他

在 #$店买了一辆宝马轿车，一直没拍到牌，就
委托销售帮他处理临牌事宜，没想到 %次上海
临牌的机会用完，沪牌还是没拍到。他给了销
售 &"""元，让他帮忙上外地临牌，几个月用下
来，谁想中了招。
“如果不是公安局打电话给我，我根本不

知道我用的临牌是假的。真是捏了一把汗，要
是街上被当场查到了，分扣光了还要被关进
去。”潘先生昨天告诉记者，他至今还心有余
悸，“卖假临牌的人已经不光是谋求暴利，而且
是坑人，帮我买假临牌的汽车销售知假卖假，
也是诈骗。”

!禁了也好"死心了$

#月 !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布公告称，#月
!"日起，限制外地临牌车驶入外环线以内。这
一规定的出台，对于外地临牌市场无疑是沉重
打击，对于遏制假临牌的需求更是治本之措。
对此，还在苦苦拍牌的市民许先生表示：“禁了
也好，死心了，车子停在家，以前没车也这么过
来了。”许先生表示，之前就听说外地的假临牌
很多，找了几个朋友帮我看，都说不准。“现在
交通整治这么严，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敢把车开
出去了，就怕万一是假的。”

网友 '肚腩怪也已经拍牌 (&个月，一直
没中。“就不能出台一些应对政策嘛？我从新车
开到旧车，最后不得已上了外地牌照。凭什么
我一个上海人要上外地牌照？”不少市民都怀
有同样的想法。此前在杨雄市长做客电台市长
热线与市民交流时，就有市民建议把长时间拍
不到牌的人放在一个奖池里摇奖。

对此，也有网友指出这种想法违背了拍
牌的初衷。网友 '甘蔗哪头甜认为，拍牌目的
就是要限制车辆过快增长，如果大家拍不到
牌都用临牌代替，拍牌就失去了意义。“很多
人认为无意中买了假临牌被处罚很冤，我觉
得根本就不冤。错就错在他们把临牌当牌照
用了。”

首席记者 潘高峰

新民调

整治交通违法
必须长效严管

读了新民晚报 !月 !"日 #$$版上关于

#整治交通违法重在严管$陋习%&的报道后"颇

有同感'这次上海市交管部门开展的交通违法

大整治行动"不仅受到市民欢迎"也受到中央

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天进行了

跟踪报道'

但我觉得"整治交通违法行为不能满足于

运动式的集中整治" 满足于一时的整治效果"

必须在建立长效严管机制上下功夫'有一些交

通陋习"并非偶发行为"违法者对自己的交通

违法行为早就习以为常'有些司机有几十上百

次的闯红灯记录"多数司机根本不把人行横道

线当一回事"还要行人礼让他们"否则就会挨

他们的骂'因此"单单一两次的集中整治"一两

次的从严处罚" 是很难让这些司机改掉陋习

的' 只有建立长效的严管机制"出现一次陋习

就重罚一次"才能把他们逼上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的轨道'实际上"各种交通违法陋习的泛滥"

根子还是在严管没有到位" 缺乏长效严管机

制' ———读者 吴文元

%频幕$系!屏幕$之误
!月 !% 日贵报 #&$#午餐讲堂&一文写

道!$教室前方是正式讲堂必有的设施" 讲坛(

电脑(麦克风和一个很大的白色频幕' %其中

$频幕%系$屏幕%之误'

屏幕"原指显像管的显像部分"里面涂有

荧光粉"受电子撞击时显示图像)泛指供投射

或显示文字(图像的幕状装置'正如该文所述!

$这时" 中国京剧四大名旦的照片在投影上显

示出来了"忽然间我感觉像是在平日里歌唱的

舞台上"台下的听众就是剧场里的观众"他们

在等待我的表演'%可见"照片的投影就是通过

屏幕显现出来的'

———读者 董金明

本报记者 陆常青 整理
感谢读者给晚报提供真知灼见和独到见

解。您可以拨打本报读者热线：)*(&&&或投稿
邮箱：+,-.'/0123-403-5

上海首家生命晶石工作室日前挂牌服
务，可将骨灰制成生命晶石，容积只有原来
的 ("6，可以居家安放，居家祭祀，居家怀
念；也可以制成饰品随身携带，随时与亲人
“对话”，费用也远比购买墓地便宜。

对此，网友们怎么看呢？本报为此推出
民调，截至今日 !"时，共有 %7*#位网友通
过新民晚报 899、新民网、新民晚报新民网
官方微博等平台参与了调查。

!把最爱的人带在身边"

不错呀$

本次调查中，有逾三成（%*6）的网友表
示“支持，既环保又节约土地”。网友“一条猪
飞过”留言：“挺好的，节省殉葬的墓地空间。”
网友“.:,;<=%>>%*”则留言：“把最爱的人带在
身边，也不错呀。”网友“?=@-<AB+<<”也表示：
“给人一种逝去的生命还在一起的感觉。”

同时，有两成（("6）的网友表示“理
解，墓地太贵”。网友“咦被发现了”留言：
“我觉得可以……毕竟现在墓地也贵了，做
成沙漏告诫后人珍惜时间也可以吧。”网友
“&四 *柒”则认为：“人，终究不过就是价值
几块钱的元素组合体。”

!逝者需要安息"还是入
土为安$

但有三成（%"6）的网友却表示“难接

受，应入土为安”。网友“水瓶座 +-”留言：
“我觉得死了就该入土为安”。网友“知踪
非执中”表示：“逝者需要安息，还得是入
土为安。”

!万一丢了!可能会变成
一生的遗憾$

同时，有逾一成（!#6）的网友质疑“万
一戴手上丢了咋办”。网友“九局下半 A4,AC”
表示：“有的人可以感觉亲人一直陪在自己
身边，也有人觉得比较恐怖，我觉得万一丢
了可能会变成一生的遗憾。”网友“5CA4:45”
则调侃道：“放哪里好呢？供着吧，得像模像
样的腾个地方，带身上吧，拿先辈把玩也不
是个事，埋起来吧，日后又保不齐哪个小子
发掘到当宝拿到电视台去鉴宝，难啊。”

从本次调查看，大部分网友对这一新
型殡葬方式表示了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相
当数量网友对这一新殡葬方式非常排斥。
殡葬文化不仅仅是对死者骨灰的处置，还
关系到生者丧亲后的情感压力处理、亲友
彼此亲情关系的维系、对老人知情权的尊
重等，因此，引入新型殡葬方式的同时，其
实也应建立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文化礼俗甚
至是法律制度，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坦然接
受新殡葬方式，并避免产生相关亲友纠纷
和心理创伤。

新民网记者 沈小栋

骨灰制晶石，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