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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80%以上由超限超载引起。读者来信建议——

综合施策治理货车超载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

发生高架桥侧翻事故，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初步分

析原因显示，大货车超载

导致事故发生。据有关方

面统计，载重货车道路交

通事故中有80%以上是由于

超限超载运输引起。对于

如何根治违法超限超载，

广大读者纷纷来信发表看

法、提出建议。

重视使用技术手段
王晓春

发动社会力量参与
刘佳跃

杜绝货车违法改装
朱 波

加大超载处罚力度
朱 霆

果 香 不 愁 销

正当合法才是经营之本
吴元中

10 月 9 日,新疆库车县牙哈镇阿克布亚村村民正在采摘

葡萄。今年以来，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访惠聚”驻库车

县牙哈镇阿克布亚村工作队通过请专家指导村民做好施肥、

修剪、田间管理等工作，提高了葡萄产量和品质，前来采购的

客商络绎不绝。 尼亚孜·热合曼摄（中经视觉）

车辆超载超限，不仅严重破坏了道
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也给交
通行车安全带来了隐患，因此一直是交
通运输执法部门的工作重点之一。

尽管各地一直保持着打击违法超载
超限运输车辆的高压态势。然而，为了
逃避交通运输执法检查，不少大货车司
机选择在中午或夜晚行车，企图利用时
间差非法营运。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
些司机在车辆上做手脚，违规改变货车
车厢尺寸、更改轮胎规格、增加钢板弹
簧数量，以便超载超限运输。据报道，
货车通过加厚钢板弹簧、扩宽厢体等方
式增加载重量，可使一辆车载重量增加
四五倍。同时，加高马槽、换后桥、梁
套梁等，则可以增加载重 10 多倍，而
且外行人难以察觉。

治理货运车辆超载超限和非法改装
是一场攻坚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

题需要形成合力。一方面，各地交通运
输、公安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在治理
车辆超载超限时，要做到定点与流动联
合执法相结合，高速公路入口与货运源
头联合执法相结合，联动管理与失信惩
戒联合执法相结合，组织道路运输管理
机构和公路管理机构，加快推进货运源
头单位、运输企业、从业人员、营运车
辆数据库建设，做好严重违法失信超限
超载运输行为和相关责任主体信息汇总
和报送工作，依法依规实施失信联合惩
戒，让违法改装车辆无处遁形。

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车厢栏板、
钢板弹簧悬架、悬浮桥、可伸缩结构、
外廓尺寸等货运车辆私自改装情况的检
查，加大对拼装、改装车辆生产、销售
流通环节的监管。

（作者单位：安徽省颍上县政府

督查室）

货车超载现象屡禁不止，给居民出
行带来了安全隐患，严格治理超载超限
刻不容缓。然而，超载超限行为分布范
围广、时间跨度大、地点分散，仅依靠
执法人员查处，成本较高，治理难度也
大，不可避免地存在监管漏洞，给不法
分子可乘之机。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
识别、大数据等科技产品不断面市，为
治理超载超限现象提供了更多选择。

而且，治理超载超限现象时，往往
会对现场交通造成不同程度影响。利用
电子识别系统可以实现无人值守称重，
并对车牌、车标、车型以及对无牌车实
现精准识别，超标的车辆自动不予放
行，相当于从根本上让超标车辆失去了
上路的机会。借助先进技术，在各个紧
要路段设置电子识别关卡，24 小时无
缝监管，高效且不影响交通，对于治理

超载管制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让超标车辆上路的同时，还要

将这些车辆记录在案，以便后期查处。
人工录入耗时长、效率低，可执行性
低，采用电子识别系统，在自动识别车
辆型号、牌照、驾驶人驾照的同时，可
以调出这辆车以及驾驶人以往的违规记
录，对于多次违规的车辆及驾驶员，给
予严厉惩治。除此之外，电子识别系统
还可生成大数据档案。

当然，技术只是手段，更重要的
是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安全教育，不
断提升国民安全意识，驾驶员能从心底
真正认识到超载超限的危害性，自觉遵
守交通规则与法律法规，从根源上杜绝
超载超限的发生。

（作者单位：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

善右旗广播电视台）

杜绝超载乱象，严防事故发生，
除了管理部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
责之外，还应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引
入群众参与监督激励机制。如果制度
科学规范、日常引导得当、强化推进
有力、事后兑现及时，势必能在杜绝
车辆超载方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超载之所以发生，不外乎部分驾
驶员受利益驱使超载超限，以及相关
地方监管力量薄弱、监管范围出现空
白、对监管对象处罚常常“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等。解决这些问题，发动
群众参与监督是一项有效方法。

为此，需要制定完善的群众参与
监督激励政策。政策制定要结合实
际，防止奖励过高出现乱举报或奖励
过低无人举报现象发生，提高制度的
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举报范畴既包

括司机及货运公司，亦包括相关执法
部门和执法人员。同时，要注重制度
执行的严肃性，防止虎头蛇尾或兑现
卡壳，损害群众的积极性。

同时，要加强宣传，提高监督激励
政策的社会认知度。通过各类新闻媒
体等广泛传播宣传，形成强大的舆论氛
围，既让群众知晓，更让司机、相关货运
公司知晓，产生政策的威慑力。

只有将各类运输违法现象置于社
会监督网络之下，形成治标和治本并
举的监管格局，才可能变“单一力量
管”为“人人参与管”，让肇事者不敢
肇事、不能肇事，也让监管部门工作
人员不敢徇私、不能徇私，有效构筑
起杜绝超载的群防群治“防火墙”。

（作者单位：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

限公司土城矿党委宣传科）

近年来，一些司机在运输货物时，
由于存在侥幸心理或者利益驱动，罔顾
他人生命，不计违法成本，不惜铤而走
险超载上路。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
的原因之一，是相关执法部门对超载违
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违法成本
过低。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
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
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
要求，不得遗洒、飘散载运物。货运机
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处200元以上
500元以下罚款；超过核定载质量30%
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运输单位的车辆经
处罚不改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
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可见，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超
载行为明确了处罚条款，但处罚力度与

违法收益相比依然较低，因此无法对超
载、超限行为产生足够的震慑作用。

遏制汽车超载违法行为发生，必须
提高肇事者和相关企业的违法成本，加
大处罚力度，让法律真正“亮剑”。对
存在超载的司机和相关企业，一经发现
要依法实施相应的处罚，并追究其法律
责任。同时，建议在立法上可对现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条款作适度修
改，增加高额处罚和入刑条款。这样才
能起到震慑违法犯罪的作用。

此外，各地交警部门、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等也应加强日常监管，加大对超
载车辆的检查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对于严重超载造成安全事故的个人
和企业，还要通过媒体曝光，多措并举
减少超载违法行为发生。

（作者单位：江苏省东台市梁垛镇

人大办）

右图 10月15日，四川省华蓥市交通运输执法大队执

法人员在查验货车驾驶员相关证件。华蓥市针对辖区企业

多、货车多且道路弯道多、桥梁多等实际情况，采取“源头+

路面”方式，重拳治理超载超限运输行为。

邱海鹰摄（中经视觉）

上图 10月 16日，安徽省滁州市公路管理局省道 206

全椒超限超载检查站，执法人员在引导车辆开展检测。今

年以来，滁州市全椒县建成3处24小时无人值守治超卡点，

开发了智能遮挡车牌识别系统和路面执法终端，有效提高

了道路运输治理水平。 沈 果摄（中经视觉）

10 月 12 日，山东省莘县王奉镇西宋村村民古景芝家的

100 多亩果园里，雪梨雪桃挂满枝头，村民纷纷来帮忙摘桃，

为订单备货。古景芝家的果园林下放养着鹅、鸭、黑头羊，动

物们的有机肥提高了果树的品质，加上管理精细，果子卖相

好，拓宽了果品的销路。 刘黎辉摄（中经视觉）

上课玩手机不必以“销毁”作惩罚
李红军

“ 炒 裙 ”风 险 不 容 忽 视
谢 军

学生玩手机是许多老师头疼的事。近日，安徽省淮南市
凤台县古城中学当众销毁了本学期以来收缴的学生手机。此
事引发网友热议。该校负责人称，此前已与家长签署协议，
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违者将被销毁手机。

老师在三尺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台下的学生却徜徉在
手机世界里浑然忘我，至于老师讲了些什么，学生完全不
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校果断祭出“杀手锏”——上课
玩手机者一律没收销毁，并与家长签订同意协议。虽然初衷
和用意是好的，也得到了多数家长的认可，但这种做法仍有
些剑走偏锋，有些矫枉过正。我国法律规定，公民个人财产
受法律保护，这种个人财产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侵犯，
学校亦不例外。

让学生集中精力听课的方法很多，不必都拘泥于“销
毁”上。比如，有的学校在教室里设有专门的手机袋，每个
手机袋都有学生的专用编号，上课时统一上交由老师保管，
下课后各自取回自己的手机。这样做既能保证学生上课认真
听讲，又充分尊重了学生的权利，何乐而不为？

（作者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123号）

据报道，一件维多利亚时代和洛可可时期的县连班洛丽
塔裙子，可能价值一辆捷达车甚至一套房子。相较于一件配
饰包翻赚3倍需要连续转手半年，一件价值千元的裙子一次
转手便可赚取 2000 元差价。因此，继“炒鞋”“炒盲盒”
之后，“炒裙子”又火了起来，一些人开始囤积各式裙子。

一些材料珍贵、款式稀少的裙子，确实会比常见的裙
子高出一些价格，甚至因为数量稀少而推高价格。不过，
再怎么推高，裙子终究还是裙子，布料终有旧了的时候，
其中埋藏着巨大的风险。据报道，有一条裙子走红之后，
最终经历了多轮贩卖，从 1000 多元几经转手，卖到了 2万
元，但好景不长，最后一个“炒裙客”以 4000 元出手都
没有卖出去。

面对网络平台上各种“炒裙”信息，人们如果不加以
辨别，势必陷入暴富梦想的陷阱。换句话说，人们不能只
看到“炒裙”带来的暴利，却忽视了潜在的风险。从此前
的“炒核桃”“炒房子”“炒鞋子”来看，投资者往往只看
到收益却忘记了风险，最后造成了损失。所以，对监管部
门而言，不应坐等市场规律来调节“炒裙”等投资乱象，
应主动加强风险警示，及时预防和防范相关风险，特别是
要严厉打击其中的违法行为。相关投资者则要保持清醒头
脑，不要被某些“传销式”的畸形创富概念迷了心窍，最
终落得欲哭无泪。

（作者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马塍路武林花园）

人们都知道超载危险并且违法，但
货车超载为何长期难以治愈？难道不超
载就必然亏本、不盈利吗？很多人不禁
发出这样的疑问。

凭常识，这是不可能的。任何生意
都是刨除所有成本后有利润、能赚钱才
可能吸引人做，货物运输行业也是如
此。在同一司机、同一车辆等成本几乎
固定的基础上，额外超载、尽可能多地运
输一些货物，显然会使利润更大化，赚的
钱会更多。据报道，有货车司机表示，按
照国家规定运输是盈利的，不存在“不超
载就不挣钱的情况”，只不过超载会带来
更多的收益，所以就有一些运输公司和
个人铤而走险。

显然，超载是为了追求不当利益所
致，暴露出个别经营者为了更大利益而

置法律、生命于不顾。如果不是受车辆
实际载重能力限制，超载的重量可能是
没有尽头的。所以，治理货车超载顽疾，
需要严格执法，对于超载行为予以罚款、
对驾驶员扣分，发现后一律卸掉超载货
物，运输行为合法后才能继续上路。绝
不能像个别执法那样，罚款后就放行，收
了罚款就使超载行为合法化，甚至一次
收一年的“罚款”，搞“包年式处罚”。那
样只会使超载成为一种潜规则，不可能

有效治愈。
要反思各类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的投机心理，使所有经营者都能树立起
守法意识，消除那种违法可能不会被发
现、所失小于所得的侥幸心理，抛弃赚取
不当利益的非分之想。追求利益不是
错，但手段必须正当合法。也只有正当
合法经营，无论赚钱多少，人们才能心安
理得。

有知情人反映运输业存在恶性竞争

问题，使得运输利润微薄。行业生态需
要优化，但这并不能成为超载的理由，也
没有通过超载等违法方式来弥补的道
理。除了相关罚款、卸掉超载货物另外
装载等方面的损失，一旦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更会使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还会
受到刑事追责，相关巨大损失赔偿也往
往让人一辈子难以翻身。

（作者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

路1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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