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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露水业有限公司为答谢新老用户的支持，特在“五一”

来临之际举办优惠大酬宾活动，活动内容如下：

一、购水票送水票活动：

1.

购纯净水票10张送2张（70元）

2.

购纯净水票20张送5张（140元）

3.

购纯净水票100张送30张（700元）

二、购水票送饮水机活动：

1.

购水票200张送立式温热型饮水机一台（1400元）

2.

购水票100张送台式温热型饮水机一台（700元）

活动日期：2011年4月20号至2011年5月10日止

活动热线：2189188� （新区） 2687000（老区）

本活动解释权归鹤壁市康露水业有限公司所有

山东泰安公车上交 实行统管 9 年

90 辆车满足1700人公需

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

现实， 百姓意见提了十多

年， 改革试点争议了十多

年，公车改革却是那么步履

蹒跚。

最近， 北京公布的公车

数据为 62026 辆， 刚一公布

就有人质疑，这数字“缩水”

了吧？

给公车加装 GPS，不少

地方也曾探索， 以此制约公

车私用。 然不同意见也一刻

未曾停止： 公车私用积习难

返，一个小小的 GPS 能担得

起如此大任？

山东省泰安市， 已有 9

年公车改革历史。 记者赴泰

安进行调查，试图对这个“山

东版本”进行剖析。

17 日上午， 泰安市中小企业局人员小李要

到济南出差， 本单位车辆联络员拨通车管中心

电话，调度员听后马上予以登记。 小李快步下楼

后，一辆“桑塔纳 2000”于 9 时 03 分等在楼下。

公务外出、联络员汇报、车管中心调车，9 年

来，该市市政中心内的 62 个部门 1700 多名公务

人员，凡需用车都重复着这一相同程序。 他们所

在的部门，大都只留有一部车，其他公车都已集

中在了车管中心。

9 年来，这里各个环节的运转已像齿轮一样

紧密咬合，不时的“摩擦”、“润滑”、“调整”亦在

所难免。

车改方案先后 19 次易稿

泰安的公车改革模式， 泰安市市直机关事

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庆华是直接的执行者和亲历

者。

这位在岗 9 年的“老车管”，认为泰安模式

并非所有地方可以效仿、复制，这种公车集中统

一管理方式建立的前提是泰安市政中心在 2001

年的建成，当时 50 多个部门机关在 2001 年底搬

进该中心。

在一名市委副书记挂帅后勤改革领导小组

组长的背景下“所有人都知道车改是难点，外地

也没有同样的路子，仅 2000 多字的方案前后就

19 次易稿，足见谨慎程度。 ”刘庆华说道。

按照最终形成的方案核心要点， 就是最大

程度地禁绝“公车私用”、整合公车资源提高使

用效率， 在市政中心办公的绝大部分机关单位

除留有一部公车外，其余公车都要上交，部分单

位留有执法检查的特殊车辆。

顺利上交 市委书记第一个带头交车

公车改革当时在泰安的政界不可能没有异

议。有的干部担心今后用车不方便，有的部门认

为行政公务较多，任务量大，没有车很不方便，

还有的认为是“大单位和小单位之间均贫富，自

己明显吃亏”。

但在当年 3 月 25 日，泰安市委办公室和市

政府办公室所属的 50 辆车率先交至机关事务

管理局， 其中时任泰安市委书记的鲍志强第一

个交车，这给所有部门和单位传递出明显信号。

4 月 1 日至 7 日， 其他 50 多个部门的 80 多辆

车顺利交接。

其中老龄委、文联等“小单位“，都把唯一的

车辆上交。对于这些办公经费相对紧张的“小单

位”来说，每个月的油费和维修费等车辆运营费

用是不小的开支， 有时甚至要靠缩减办公经费

来“供车”，因此此次收车这些单位态度积极。

市场化探索 用完代金券并非自掏腰包

车辆并轨后，运营模式成为关键所在，泰安

采取了一种类似市场化但又未完全市场化的运

营模式。 当时在收车时， 按照上交一辆车给予

8000 元代金券的标准返还给单位。 单位在叫

车、出车后，回到行政中心就按照公里数拿钱。

9 年来，8000 元的代金券从未增加过，这能

否满足单位所需？据刘庆华介绍，叫车像桑塔纳

每公里是收代金券 5 角，桑塔纳 3000 型、现代

轿车是每公里 6 角，面包车由于油耗较大，每公

里是 1 元。

不过， 行政公务的增加， 也造成不少单位

代金券不足， 这个时候采取的是“超支不补”

的方式。 对此， 刘庆华解释说：“虽然实行的是

用车交钱， 但如果单位的代金券全部用光，难

道还真让公务人员掏钱？他们有急事要车时，你

能不派？ ”

嫌派车档次不够，调下级单位车辆

记者观察

车改后， 机关事务管理局可谓成为各方的

压力所在，毕竟能否安全、满足这 60 多个部门

的用车需要，部分干部是否支持理解，都要充分

考虑。

从 2007 年开始，刘庆华能切实感受到行政

公务的增加。“像各单位周一都在开会，周二周

三往往成为集中外出办事时间， 这时用车矛盾

就会显现。 90 多辆公车，很多时候满足不了单

位的需求，这里有个记录，一辆公车曾经一天出

车 14 次。 ”

并且， 有的干部私下开玩笑似的对车管中

心负责人说，“我出去办事，你给我派辆桑塔纳，

实在是不上档次啊。 ”

因此， 对于像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绕开车管

中心，而是调用下面单位车辆的做法，记者了解

到，并非完全不存在。

“一把手”要车少，车改留有死角？

不过从 2009 年开始，在车管中心的公车数

量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种用车

矛盾开始明显缓解。刘庆华告诉记者，当时一方

面协调了公交部门， 在行政中心开辟了多条公

交线路，另外一方面，公务人员拥有的私家车数

量显著增加，很多情况下，他们往往选择开着自

己的私家车出去办公事。“如今，90 辆公车应对

行政中心内的行政需要，是基本没有问题的。 ”

有专家认为，90 辆公车，能够应对 1700 多

名公务人员的公务需要， 的确可以看出泰安车

改模式在提高公车使用效率、 减少公车私用等

方面的积极影响。

记者采访发现， 在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车管

中心，各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在这里要车的频

次非常少， 这不由得让人对单位留有的那辆公

车使用产生疑问。

机关司机不能“方便”自己了

泰安车改起始， 当时纳归机关事务管理局

的在编驾驶员达到了 57 人，此外有近百名的合

同制驾驶员，车改之后这些司机实行轮班制，除

出差外，晚上统一将车停放到车库，驾驶员坐班

车上下班。 公车私用，基本上不再可能。

刘庆华坦言，在实行车改后，这些驾驶员就

不可能再享受到以前的部分利益， 但也给了他

们一个生活和休息空间，除偶尔轮班外，晚上、

休息日都可以不再上班。

（据《山东商报》）

谨慎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