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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桥收路费”合理吗 路人两种声音
此桥已建20年 有关部门：下过拆除通知村民不支持 政府建桥提上日程

朝阳县南大营子村和龙城区半拉
山子村是以流经此处的大凌河为界，
河南是南大营子村，河北为半拉山子
村。这座小桥就建在大凌河上，成为
连接两村的必经通道。

记者现场目测，此处河道宽约 60
米，在桥体所在位置，河道收缩变窄。
通过桥体后，河道又渐渐变宽。这座
小桥长约30米，宽2.6米，桥面高度与
两岸地面持平，距河道底部大概2米。

尽管现在已是冬季，但河水并未
上冻，依然有小的水流。在小桥上游
不到 10 公里之处，便是当地称为“阎
王鼻子”的燕山湖水库。

记者在桥的两侧都没有看到收费
人员，桥头的栏杆是打开的，在栏杆上
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红笔写有“晚间
关闭，开桥早6，关桥晚6”的字样。

在过桥 100 多米后，树林中土路
旁有一间简易的红砖房，门前的土路
上有两根水泥桩，上面拉着一根绳子，
形成一个简易的关卡，挡住了去路。

一男一女站在“关卡”旁边。此时
正好有一辆轿车经过，司机递给他们
2元钱，男子收起绳子放小车通过。

“过桥还要收费吗？收多少？”记
者问到。“我们自己花钱修的桥，当然
要收费了。一辆车 2 元，行人不收。”
男子回答。

记者在随后的攀谈中获悉，收费
的男女是夫妻，男的叫李玉喜，今年
60多岁了，是南大营子村村民。

“我这个桥修了快20年了。20年
前，这附近有一座桥，雨季冲毁后，就
没人再修，河两岸的村民出行非常不

方便。当时我修这座桥花了不少钱，
水泥就用去了30吨，钢梁更是在最贵
的时候买的，2 万 5，道木花了 1 万多，
总共投资10多万吧。而这条路呢，原
来都是垃圾路，都是我自己给整平整
的。”李玉喜表示。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小桥的车
流量并不小，短短半个小时内就有 30
多辆车经过，有轿车、三轮车、电动车、
摩托车。有的现场交 2 元现金，有的
扫微信支付，当然也有的直接经过，没
有收费。

“这怎么还有不收钱的呢？”记者
问到。“步行走路的，一般我都不收。南
大营子村和半拉山子村，有车的，比方
说农用车、摩托车、电动车之类的，过桥
次数比较多的，一年就让他固定给个
20、30 元，算是包年了。还有一些单
位，镇政府、医院、学校，这些工作人员
过桥一般都是包月，一个月给 50、60、
70的都有。也有一次一给的。我这桥
不让大车和货车走，怕压坏了。”

“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200、300吧！”
“一年收入多少？”
“6、7万！”
“这收入也不少啊！那你还种地不？”
“种地啊。夏天汛期时，7到9月份，

我就把桥拆了，汛期过后再重新搭上。
加上每年下大雨，桥都会有所毁坏，都
得进行维修，每年还得花个1万多。今
天赶上南大营子集，人更多一些。平
时人没这么多。前些年，过桥的也没这
么多，现在朝阳县滨河路修通之后，走
这座桥的车就开始多了起来。”

村民个人斥资修建的小桥 已收费20年

据了解，这座小小的简陋桥，在
通行上发挥的作用却不小。

附近有朝阳县乌兰河硕、东大
道、波罗赤、龙城区半拉山、大平房等
地区，河的南面1万多人口、河的北面
5000 多人口，都要靠这座桥顺利出
行。如果真没这座桥，两地群众的交
通将十分不便。

南大营子和半拉山子的几名村
民都表示，这家“私人收费站”已存在
很多年了，虽然知道他们没有权力收
取通行费，但对这个收费站却十分拥
护。

“要是不走这段桥，就没有别的
更合适的路可走了！”

“走阎王鼻子（水库），那有大桥，
不过那边绕远，开车比走这得多出20
多分钟，而且还全是大坡，油钱可能
20 块钱都不够，谁都会算账，还是走
这桥划算。”一名村民说，小桥的上下
游最近的两座桥相距大概15公里，这
座桥基本在两桥的中间位置，如果没
有这座桥，南大营子村和半拉山子村
的村民到对面都需要多绕行十几公
里。

“以前没有桥的时候，水面低时，
趟河就能过，但是水里的石头滑，容
易摔跤，水也凉，还得脱鞋换鞋。有
了桥以后，我们在上面走挺好，行人
不收钱，车过交 2元钱。这也比绕 10

多公里方便、省钱。”一名骑着三轮的
半拉山子村民说。

“挺好，如果没有这桥，得绕挺远
的路，我不开车，来回溜达也不收钱，
方便多了。”一名南大营子村村民这
样表示。

李玉喜说，“以前，大凌河刚上冻
或者要解冻时，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人
被淹死在河中。自从我修了这座桥，
这段河就再也没淹死过人。”

“修桥是好事，但是收费合理
吗？收多少钱合适？经过物价部门
批准了吗？给我们票据不啊？”偶尔
路过此地的一些外乡人，则在过桥被
收费时发出质疑。

这座自建桥 实际上解决了很大通行问题

“这座桥收费，我们是知道的，
它确实便民、利民，但私设关卡收费
肯定是不允许的，我们前两年也下
过拆除通知。甚至今年 11 月份，我
们也给他下了拆除通知，但村民并
不支持拆除。”朝阳县凌河保护区管
理局一位副局长介绍。

因为这座桥的位置特殊，龙城
区凌河保护区管理局也曾要求拆除
过，他们也表示，这座桥的存在“其
实不合法。”

经常开车路过这里的朝阳市民
张先生表示：“这座桥是村民自己搭
建的，肯定比不上专业人士，存在一
些安全隐患，如果上游水库放水，或
者突降暴雨而桥面上还有车通过，
桥被冲毁，后果不堪设想。”

“既然对大家都有好处，为何不
让相关部门出面修建一座质量可靠、
没有隐患的便民桥呢？”记者电话采
访了朝阳县交通局局长轩德新，他
说，他知道这座简易小桥的事情。

“这座小桥已经存在快20年了，
人们即使每次交钱通过，也愿意走
此桥，说明这里非常需要一座桥，为

什么交通部门这么多年没有在这里
修座桥？因为这座桥的位置特殊，
牵涉到两个县区，要想建一座大桥，
会涉及很多部门，不是我一个部门
能解决的。”

“村民个人都可以修一座简易
的便民桥，为何交通部门不能暂时
修一座简易的便民桥？”记者再问。

“简易的桥肯定存在安全隐患，
上面是不会批的。不过，我们已经
把在这建座桥列入‘十四五’规划
中。”轩局长这样回答。

记者在“朝阳县运输局关于‘十
四五’行业规划基本实施方案”里看
到：朝半线滨河路至半拉山连接线
新建工程，规划里程 1.5 公里，公路
二级，路面宽度24米，桥梁工程1座
425延长米。规划年份2022年。

希望这个规划能够真正落实，
尽快建起一座安全、可靠的大桥，那
么这座受到支持并产生实际作用但
却确实不合法的简陋小桥，也就会
结束它的存在了。

辽沈晚报特派朝阳记者 张辉
文并摄

排查途径有哪些？
1、要求各地在举报热线、网络平

台、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基础上设立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违规收受“红包”、回
扣监督举报专线和专用通道并向社
会公布。

2、组织社会监督员进行监督，规范
行风问题投诉举报渠道，采取短信举
报、网络举报、热线投诉等多种形式。

3、医疗机构要在门诊大厅等人
员比较集中的地方设立举报箱。

重点检查人群有哪些？
重点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包含医生、护士、医技人员、

行政人员。
重点检查的行为有哪些？
1、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在医疗活动中（包括
在介绍入院、检查、治疗、手术等环
节）索取或收受患者及其家属以各种
名义赠送的“红包”礼金或者牟取其
他不正当利益的违规违法行为。

2、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利用
执业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取回扣
的行为。

3、医务人员诱导消费和不合理
诊疗行为。

重点检查的环节？

医疗活动的环节，包括介绍入
院、检查、治疗、手术等环节。

对于违规行为如何处置？
1、对于收受“红包”情节严重的案

例要及时通报公布，对于严重损害行业
形象的机构和人员要进行行业通报。

2、将不合理诊疗行为纳入医务
人员绩效考核体系进行监督评价。
对违反诊疗常规、诱导医疗和过度医
疗等严重违规行为，依法依规纳入医
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和信用体
系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还将查处哪些行为？
还将查处医药产品生产、经营企

业的经销人员在医疗机构内的违规
营销行为。重点检查医疗机构门诊、
住院部、药房等区域出现医药产品生
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违规向医务
人员推销药品、医疗器械，进行商业
洽谈的行为。

收红包/收回扣是否属于违法行
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规定：利用职务之便，索取、非法
收受患者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
利益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辽沈晚报记者 胡婷婷

辽宁严查医疗机构
从业人员收受患者及家属
的“红包”，严厉打击医务
人员收取回扣，查处诱导
消费和不合理的诊疗行
为。近日，辽宁省卫健委
发布通知，12月将在全省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医务
人员中开展医疗行业作风
建设专项整治。本报梳理
关于此次专项整治的7个
热点问题：

辽严查医务人员收红包拿回扣等行为

权威部门
目前不能一拆了之
政府建桥已经提上日程

铺路架桥本是好事，但是在朝阳市朝阳县柳城街道南大营子村和朝
阳市龙城区半拉山街道半拉山村中间的一座小桥，却屡屡引来过路司机
的举报。究其原因，该桥是由一位村民在20年前自费修建的，建成之后
该村民便在桥头设立关卡，过往车辆必须缴纳通行费才予以放行。

12月8日，辽沈晚报记者实地采访中，采集到了两种声音，除了投
诉举报之外，桥两岸有许多村民对此事表示理解，甚至是支持。

经过的车辆收费2元。

村民自己修建的简陋小桥。

这座桥应该收费吗？
观点

认为收费不合理以过路司机为主：

手续不合法
认为收费合理的以附近村民为主：

方 便

反对 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