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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评

近日，一则“女子在大厅里办事

发火”的视频曝光，引起了许多网友

的共鸣。

事发地在江苏常州。视频中，一

位在办事大厅办事的女子拿着一沓资

料甩在前台桌面上，怒问：“我根据你

们的条件，所有东西都拿过来了。然

后，你们一会儿说要身份证，一会儿说

要护照，为什么不一次性说全呢？”

巧合的是，就在女子“发飙”的那

一刻，办事大厅的电子屏幕上正好滚

动出“一件事一次办”的字幕。许多网

友评论道“这不是讽刺吗？”“怎么能说

一套做一套呢？”“宣传口号和实际操

作有明显的差距”“以最小的权力，最

大限度地为难他人”……

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推

进深化，各地政府部门、窗口单位的办

事效率得到了有效提升。去年，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一件

事一次办”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的指

导意见》，推出企业和个人13个“一件

事一次办”清单，实现相关事项“一次

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端）

受理、一网办理”。同时要求，严格落

实有关部门监管责任，健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协同

监管机制，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

实现无缝衔接。

然而在这次事件中，我们看到有

关部门把“一件事一次办”挂在了墙

上、打到了屏幕上，但唯独没有落实到

行动上。而女子“发飙”视频引发网友

共鸣，也说明窗口工作人员服务意识

淡薄乃至缺失，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感受是真

切的。服务窗口是政府部门近距离接

触群众的平台，也是反映党风政风的

首要关口，一个单位工作作风的好坏、

服务意识的高下，通过服务窗口可以

直接体现出来。深化“放管服”改革，

改的不是“样子”——多打一两条标

语、多喊几句口号，或者把曾经的工作

流程、审批办法原封不动照搬到网上、

手机上；改的关键在于“里子”——把

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

问题摆在首位、把“马上办”“网上办”

“一次办”这些顺应群众期待的好措施

认真落实好，怀敬民之心、行简政之

道，把虚事做实、把实事做好。

为民服务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

宗旨意识，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打实地转化

为行动，真真切切地造福群众。千万

不要让群众在“一件事一次办”的路上

“跑”得太久，寒了百姓的心。

为民意识“上屏”更要“上心”
刘禁

不久前，四川巴中市通江县、南江

县发布通告称，城区禁止私自熏制腊

制品，熏制腊肉、腊肠等需送到指定的

集中熏制点，违反规定且“拒不改正”

者将被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对

此，当地官方回应称，出台该规定是为

了应对大气污染、防范火灾隐患。

两县通告一经发出，迅速引发争

议。除了“一刀切”式的禁令让民众不

满，更有人发现通江县一集中熏制点明

确要求“熏制限于在该公司购买的肉制

品”，被指有借机卖肉之嫌。很快，通江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一封致歉信，称

此前通告中“熏制限于在该公司购买的

肉制品”的表述反映出把关不严、工作存

在失误，该熏制点已同步面向社会开放。

虽然此次通江综合执法部门对集

中熏制点只允许熏制该公司买的肉制

品一事有了回应，也承认了工作存在

失误，但是对于有无必要禁止私熏腊

肉这一根本问题并没有说清楚。而

这，才是此次事件争议的焦点。

在我国很多地方，入冬后熏制腊

肉、腊肠不仅仅是制作一种食物，更是

传承了千百年的民俗传统。不可否认，

在熏制腊肉的过程中的确会有烟尘出

现，但这些烟尘对当地空气质量的影响

究竟有多大？有没有专业检测数据进

行佐证？如果私自熏制腊肉污染环境，

集中熏制就不污染了吗？草草用一句

“为了应对大气污染防治”就轻率地发

出“禁令”，显然令人难以信服。

以民为本，是一切政策制定、出台

的前提。“改善空气质量”“防范火患”

都是好事，但好事要办好、要实事求

是，通过科学、合理、可行的方法兼顾

各方需求。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

无疑是一种懒政的体现，即使是“好

经”，也会被念歪。

“一禁了之”念歪“好经”
龚清

近日，一份《四川天府新区眉山管

理委员会社会事务局关于调整高龄津

贴发放标准的通知》截图在网上流传，

引发关注。

截图显示，天府新区眉山管理委员

会高龄津贴发放标准有了调整：80周岁

至89周岁：30元/月/人；90周岁至99周

岁：100元/月/人；100周岁至105周岁

1500元/月/人；106周岁至109周岁2500

元/月/人；110周岁及以上3500元/月/

人。此后，有媒体证实了这份通知的真

实性。

从通知内容不难发现，此次天府新

区眉山管理委员会适当调高了当地高龄

津贴标准，本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份通

知的内容，却引来网友“群嘲”。其中争

议焦点有二：一是百岁以下老人与百岁

以上老人的津贴标准相差过于悬殊，二

是“11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可领3500

元”的表述。网友们“脑洞大开”，纷纷调

侃“我给160岁的老人发100万”“我也可

以发布150岁可以每月领20万”……

高龄津贴制度，对于解决高龄老人

基本生活问题，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

量，起到重要作用。根据我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国家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福利

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

的实际需要，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福利，

国家鼓励地方建立80周岁以上低收入

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可见，高龄津贴

制度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好事、实事。

但说到底，老百姓真正能享受到的政

策，才是好政策。试问，在我们身边有

多少人能够活到110岁呢？如果这样

长寿的老人少之又少，那么定这样的标

准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高龄津贴要体现诚意，应该让大多

数群体获益，把调整重点放在八九十岁

的老人群体上。如果只为了“好看”，把

调整重点放在没有人或很少有人能拿到

的年龄档，那么显然就让津贴失去了应

有的意义和价值。

“110周岁老人津贴”缺乏诚意
詹秀

不久前，有关位于四川省南江县赤

溪镇金银村五社的石飞河摩崖造像被村

民涂色破坏的消息，引发公众关注。

南江县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对此发布

通报称，经初步调查，此次破坏行为属于

村民私自对部分摩崖造像涂色“穿衣还

愿”。据介绍，被村民涂色的造像2021

年才发现，还未纳入文保单位，虽然设有

监控和大棚保护，但因地处偏远，发现情

况时已来不及制止。

资料显示，石飞河摩崖造像历经

北魏晚期、初唐、武周、中晚唐四个开

凿阶段，保存较好，其中北魏晚期造像

为巴中首次发现，对完善巴中和四川

石窟造像序列，探讨南北佛教文化艺

术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造

像被涂抹后，不仅会对文物材质有一

定影响，而且会丢失一部分文物的历

史信息。

摩崖造像、石窟石刻都属于田野文

物的一部分，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

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不过从现状

来看，由于此类文物分布范围广，加之大

多位于交通、通讯相对落后的农村和边

远山区，给文保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

就拿石窟石刻被损毁来看，有媒体梳理，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田野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社会工

程，不仅需要文物保护部门、文物工作者

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

同努力。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田野文

物保护力度，政府部门对新发现、新发掘

的文物及时定级，同时增加人力物力投

入和巡查频次，以降低各类文物损毁案

件的发生率；另一方面，则要向群众大力

宣传解读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普及

文化遗产保护知识，还要因地制宜开展

创新服务，让群众更加熟悉身边的文物、

身边的历史，避免人们因无知而造成文

物损毁。

保住文物，就是传承历史、留住文化

的根，切莫等到“亡羊”才知“补牢”。

保护田野文物莫等“亡羊补牢”
贾成

■ 企业团建切莫“一厢情愿”
《工人日报》27日刊发《团建活动不受一些职

工待见，问题出在哪儿？》一文，报道眼下越来越多
的企业组织职工团建，尽管此举在提升团队沟通
能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占用休息
时间、活动方式不被认可，进而导致一些员工出
现抵触情绪等情况。业内人士指出，公司在非工
作时段强制职工参与团建，可视为要求职工强制
加班，侵犯了职工休息休假的权利；人才是团建
的核心，要想办好团建，就得从职工的需求出发，
“让职工有享受感，而非劳作感”。

点评：说到底，团建团结的是员工，凝聚

的也是员工。罔顾员工意愿的团建，不过是

管理者一厢情愿的价值输出，不仅达不到目

的，更可能触及法律底线。

■“脆皮大学生”当补运动课
本报25日刊发新华社文章《“很多男生

一个引体向上都做不了”——部分高校大学
生身体素质下降现象调查》，报道部分高校学
生身体素质堪忧的现状。为了逃避体测，部
分学生会购买假病历；为了体测过关，也有一
些学生找来枪手。调查显示，大学生身体素
质下降既有学生不愿锻炼的原因，也与一些
高校对体测不重视、体育课设置不合理有
关。想要扭转局面，不仅大学生要自我加压，
更需相关部门和学校联合推动。

点评：不少大学生在本应养成运动习惯

的年纪，却沉浸于书山题海。肩负为国家培

养栋梁之责的高校，有义务帮学生补上这一

课。“脆皮大学生”不该止于自嘲，而应行动起

来野蛮体魄、健康生活。

■ 数字标签传统标签可互补
《人民日报》22日刊发《我国数字标签试

点覆盖主要食品类别》一文，报道国家卫生健
康委今年启动数字标签试点工作，目前已经
有20余家企业、超过40款产品加入其中，覆
盖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肉制品等主要食
品类别，部分产品已经进入市场。相较于传
统标签，数字标签没有版面限制，消费者可以
通过页面放大、语音识读、视频讲解等，更便
捷地获取食品信息，大幅提升便利性。

点评：打破版面限制且信息传递方式更

多元的数字标签，应与“一切摆在明面上”的

传统标签两条腿走路，二者互为补充，供消费

者自主选择，更能满足后者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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