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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点钱的第一想法是如何把它花出去，并且花得还

要值。

南国早报有了一笔可以自己支配的钱，于是就想出一本

书，一本既值得保存、大家又不会有太大意见的书，这样，

就有了《请读者打分——南国早报获奖作品精选》。

南国早报是广西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其社会影响力极

大，大到可以及时匡扶一种正气，让读者肃然、感动 ；可以

迅速披露一些不良风气，让社会警醒、鄙视。如此它就拥有

了读者，奠定了生存的基石。“小报”不小，造就大报的风范

和影响力。

办一份好报纸，必须有好的作品支撑，这叫内容为王。

于是我们铁了心地想尽办法抓质量，精心策划，使之不断地

有优秀作品问世。报纸是新闻纸，送别了今天还要迎接明

天，社会生活是精彩斑斓的，创造了扎实的现实还要规划崭

新的未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让我们的报纸每天精彩纷呈。

对优秀作品的判断，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读者的首

肯，需要读者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不去享受其他而买

你的报纸，这就说明其中必有他所乐于掏钱的东西 ；洛阳

纸贵，不是纸好，而是纸所承载的分量。另一种是专家的

评定，进行全方位地对比、权衡、挑剔，最终投了对你的

信任票。

这两种方式的肯定，结论大多数时候是一致的，当然，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差异。因为，读者，感性的东西多一些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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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理性的成分更浓 ；读者，翻阅你全部的作业 ；专家，只在

你送来的作品中挑选。前者不好操作，我们用第二种方法集结这

些作品。将这些作品结集，还有更重要一层意思，那就是请读者

也来评判评判，打打分，早报十分在意读者的“分数”；所以书

名就叫《请读者打分——南国早报获奖作品精选》。

很幸运，我们有一支很优秀的编辑记者队伍。也许他们有时

候不听招呼，但他们非常辛苦，无论酷暑还是严寒，不顾安全还

是危险，他们永远在奔波 ；他们异常智慧，智慧到知道怎样去发

现，又如何去表达 ；他们很崇高，只需要用自己的辛苦，换来一

声喝彩。这本集子，算是对这份劳动的一个小小回报。

南国早报走过了十五年的风雨历程，读报就是读历史，出书

这种形式，也算对这个历程的一种回顾。

本来我们还想出一本此书的姊妹篇，书名叫《我们错了》，

将多来年见报或未见报的差错乃至失误总结一下，借以警醒自

己。因为涉及一些报道中的具体的人或事，涉及一些部门或领

导，所以不宜公开，权作内部教材。

谢谢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记者同仁们！

李启瑞　　

　　（作者：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广西日报社

社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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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系列报道 

千里追果蔬　只为探运价（一）

“交易中介”背后还有“交易”
本报记者　王光家

编者按　本报今日推出 4 位记者的亲历报道，实录了部分货运司机在长途

运输过程中的一些遭遇，目的不是为他们超载鸣冤叫屈，而是想通过这组报道

提醒有关部门关注货运价格高的根源，以及运价偏高有可能对物价和各方面的

影响。值得庆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将于 2004 年 7 月 1 日

起施行，对超载等相关问题作了规定。我们希望通过《条例》的实施和相关部

门的自律，全社会齐抓共管，有效解决超载和运价偏高问题，真正让消费者得

到实惠。

桂粤两地货运司机近日在接受记者调查采访时纷纷反映，广西合浦县山口检查

站至广东省高桥检查站之间的处罚，最令他们“刻骨铭心”：交警对超载车辆动辄

罚款，超载车辆交了罚款后又可重新上路，下一段路又被罚款……当地一批“摩

的”司机成为处理货车司机罚款的“交易中介”，从中收钱，开具漏洞百出的罚款

收据，甚至不开收据。

“交易中介”护送　200元过了关卡
5 月 20 日，广东司机林家秀开着大货车，从南宁市江南停车场拉 24 吨重的果

蔬，前往广东雷州。林家秀这辆车限载 7 吨，可他却装上 24 吨的货物，无疑是严

重超载了。可是，让林家秀到目的地后多喝两杯酒“庆贺”的是，林家秀开着这辆

超载车一路顺畅，竟然没有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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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据别的司机反映，他们在通过广西合浦县山口检查站时，则没有林家秀

那么轻松。记者在这里注意到，在检查站两头，停了 50 多辆全国各地的大货车，

它们排成长长的队伍，有的司机干脆呼呼大睡，另外一些要赶时间的司机虽心急如

焚地不时探头前望，但又迟迟不肯向检查站移动。

林家秀告诉记者，这些司机在等候过检查站的最佳时机，让不知情的司机将车

先开过去，然后自己找准时机跟上去，如果检查站的交警不多，后面的车就比较容

易蒙混过关。

林家秀说，他每次过山口检查站都非常小心，感受跟别的司机是一样的，就是

要鼓足接受处罚的“勇气”才行。即便是同一辆车，载重相同，在不同时间过检查

站，“命运”也各不相同，有时重罚，有时轻罚，有时不罚。

“但有个办法可以让超载货运司机避免这种‘精神压力’。”林家秀说着，指了

指前面不远处的山口检查站高速公路出口处。记者看到，那儿正有几位货车司机与

当地“摩的”司机讨价还价。

林家秀说，那几位“摩的”司机就是“交易中介人”，他们提供的主要服务包

括 ：带司机过检查站，帮司机“搞掂”执法检查人员（主要是交警），超载罚款可

得到“优惠”；就算货运司机的驾驶执照被交警扣留了，他们也有办法在半小时内

帮拿回来。

记者在山口检查站下车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交易中介人”除了“摩的”司机外，还

有周边饭店的服务员。过往货车的车灯只要在出口处一闪，就有多名守候在此的“摩

的”司机围上去，向货车司机提供相关方便 ：“带你们过检查站，200 元搞掂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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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不是 50 元吗？怎么现在这么贵？”记者听到一辆挂陕西牌货车的司机

惊疑地问。

一位身材矮胖的“摩的”司机说 ：“5 月 1 日后就变了。如果你自己过检查站，

至少要罚 500 元。”

经过 10 多分钟的“舌战”，那位陕西司机最后与这位“摩的”司机以 210 元达

成“交易”。“摩的”司机说，其中 180 元是罚款，归交警所得，剩下 30 元才是他

自己的收入。尔后，“摩的”司机骑着摩托车在前，这辆陕西货车跟在后面，向山

口检查站前进。由于有了“摩的”司机的招呼，交警允许这辆陕西货车通行。钱是

在过了检查站后才支付给“摩的”司机的，“摩的”司机说 ：“深更半夜的，找不到

银行给你开收据。”陕西司机叹口气，开动货车走了。

记者重新上了林家秀的车后，他说，除了山口检查站令货车司机“感到紧张”

外，广东高桥检查站也令人头疼，该检查站离山口不足 20 公里。两个检查站均未

设置地磅，车辆是否超载，只凭交警在检查时敲打轮胎来确定。

交警办事拖拉　“中介”神通广大
5 月 21 日下午 5 时许，记者跟随广东省雷州市一辆运输蔬菜的货车返回广西

合浦县山口镇，并将车停在“摩的”司机集中地—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十二大

队门口。依司机何绍文的意思是，打算通过“摩的”司机的“关照”，尽快拿到当

日凌晨 1 时 24 分超载经过山口检查站时被交警扣留的驾驶执照副本。之所以选择

这个途径，是因为他的车友曾叮嘱过他，“这种事情自己是很难办妥的，交警拖拖

拉拉，挨不起”。

何绍文的车还未停稳，就有 3 名“摩的”司机从马路对面的“摩托车队”里

抢先横冲过来。他们看了一眼何绍文的超载处罚决定书后说 ：“你这个车还没超

30％，但交警死活都会罚你 500 元。这样吧，你拿 500 元再加 30 元‘摩的’费，

我们半小时就可以帮你搞掂。”

何绍文不服气 ：“如果不优惠一点，还不如我们自己去交这个钱。”一位自称姓

周的“摩的”司机说 ：“现在银行下班了，你今天交不了这个钱。”为赶时间，何绍

文只好决定委托这 3 名“摩的”司机办理相关手续。

5 时 40 分，记者跟随周“摩的”走进 20 米开外的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十二

大队办公楼。上二楼到违章处置室后，周“摩的”向一名交警熟练地说明来意，紧

接着，这名交警很快写好一份罚款交纳单给他。在去交费的路上，周“摩的”制止

记者跟随，随后招手叫上另一名“摩的”司机，不到十分钟他们就返回了。

记者计算了一下，整个“赎回”过程仅花 34 分钟。

就在何绍文办理“赎回”驾驶执照手续的同时，有两辆超载货车也在十二大队

门口停了下来，其中一辆因超载刚刚在山口收费站被“抓”，另一辆江西车则在几

天前就被“抓”了，由于是自己办理相关手续，没想到被一拖再拖。不过，这位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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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司机终于醒悟了 ：不叫“摩的”司机帮忙，很难行得通。

收据漏洞百出　罚款去向不明
周“摩的”告诉记者，办妥这样一个手续，他们能捞的也只有几十元的“小

钱”。当地一位商店老板说，这些“摩的”司机就是靠这个挣钱的，几乎不拉客。

一位在水塘边放牛的村民透露，“摩的”司机与货运司机的这笔交易是表面上的，

在这个交易的背后，其实还有一层交易 ：一些交警为避免受罚司机直接上银行交纳

罚款“归公”，就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利用“摩的”司机帮货运司机办理相关

手续，既可在罚款收据上做手脚，将罚款归为私有，又可逃避相应责任。

在这位村民的提醒下，司机何绍文不由得仔细看了看罚款收据，并从货运司机

曾庆勇手上得到一张正规罚款收据作了比较。

记者发现，司机曾庆勇的罚款收据是今年 3 月份南宁市一家银行开具的，收据

名称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罚没款收据”，收据上留有银行所号、操作员号以及经手

人盖章，且加印的银行公章日期与交纳罚款日期一致 ；但何绍文这张收据既无银行

所号、操作员号，也无经手人盖章，银行公章日期与交纳罚款日期也不一致，且属

于手写收据，收据名称标为“代收罚款收据”，更令人吃惊的是，罚款金额竟有改

动。显然这是一张不正规收据。但周“摩的”面对记者时仍称这张收据是正规的。

广西高速公路管理支队十二大队值班室一值班交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由于货运

司机交纳罚款时银行已下班，所以只能开具“代收罚款收据”。对于交警部门为何

利用“摩的”司机帮货运司机办理相关手续问题，这位值班交警告诉记者，他们正

打算对“摩的”司机进行控制。

罚而不惩　有人渔利有人卖车
5 月 21 日上午 11 时，天空下着小雨，广东省雷州市雷南停车场内二三十名货

车司机在休息房搓麻将或玩扑克牌。“我们不出车，原因不在我们偷懒和天气霉，

而在于运费提不上去，超过 2 吨算超载，超载又罚得狠，空车也挨罚。”司机柯泽

庄一面搓麻将，一面对记者说。

柯泽庄是雷州市人，随后他回家取来 4 月 23 日在广西山口检查站被实罚 605

元的处罚单。在这张仅标明处罚 405 元的处罚单上，记者看到处罚理由是车外加

“U”形板，拼装，不接受检查。“另外 200 元的处罚金就没记在这张单上了。”柯

泽庄说。

司机谢子也是一位身受其“害”者。他告诉记者，5 月 17 日，他在山口因超

载 30％以上而被处罚了 800 元（这个罚款数额得到了“交易中介”的关照，最初

交警要罚他 1800 元），但处罚单上的处罚金额写着“五佰元整”。

停车场内的司机除了本地人外，有不少来自海南、广西、江西等地，其中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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