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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虚浮的“痕迹主义”

集思录

玩手机酿车祸获刑是一记响亮警钟

画里有话 图/王 铎 文/贾梦宇

“校园贷”变“培训贷”

微 评

“数字家庭档案馆”
值得称道

打击网络数据造假
需“双管齐下”

□张 博

有新闻报道称，某村给贫困户制作档
案，1 户 1 份 24 页且要一式 4 份，全村 58 户
竟用了 1.5 万张 A4 纸、13 个硒鼓；某村搞 1
次“卫生清扫”就需要9份档案，材料环环相
扣、图文并茂，怎么看怎么像法院的卷宗。

不光是在纸质材料上“留痕”，还要电
子化“留痕”——桌上五六部手机一字排
开，你可能以为他是修手机的，仔细一打听
竟是一位基层干部。原来，这些手机是各
个上级部门配备的专用机，每天都要按时
去一个个预装的政务APP上“打卡”。

⋯⋯
“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

不重‘绩’、留‘迹’不留‘心’。”11月26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

学习时讲的这番话，切中了当下一些基层
工作中的一大弊端，发人深思、令人警醒。

“痕迹管理”并不神秘，就是通过保留
下来的文字、图片等资料，还原干部对工作
的落实情况。科学、适当的“痕迹管理”，有
助于上级部门部署、研判、评价工作，也有
助于基层干部总结自己、沉淀自己、提升自
己，是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工作积极性的有
效方法。但凡事过犹不及，“真理再往前一
步就是谬误”，如果在具体工作中过于讲求

“痕迹”，甚至要求事事留痕、处处留痕，就
难免会出现“重痕迹、轻落实”的不良倾向，
使“痕迹管理”异化为虚浮的“痕迹主义”。

“痕迹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形式主
义。上级过于强调“痕迹”，基层过于依赖

“痕迹”，上上下下眼睛都盯着“痕迹”，甚至
以各种本本的多少来代表工作干了多少，

以记录的好坏来评判工作效果的好坏⋯⋯
这样的花架子显然有着形式主义的基本特
征——“扎扎实实走程序、认认真真走过
场”，只图虚名，不求实效。任由虚浮的“痕
迹主义”蔓延，不仅会严重挤占基层干部的
时间、精力，更会“污染”政风，导致更多党
员干部作秀而不做事，最终让许多重要工
作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为党和人民干事
创业，重“痕”更要重“绩”、留“迹”更要留

“心”。焦裕禄在兰考仅仅工作了475天，却以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作风，把几乎所有时间
都用在带领干部群众锁风沙、战旱涝、兴水利
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谷文
昌主政东山县10年，始终用“功成不必在我”
的胸襟，坚持要显绩更要潜绩，带领干部群众
治理风沙、修建水库，做了许多前人栽树、后

人乘凉的工作，在百姓心中留下一座永不褪
色的丰碑。今天人们怀念这些优秀党员干
部，不是因为他们在纸面上留下了多少“痕
迹”、打了多少次“卡”，而是因为他们干的是
造福群众的实事，追求的是百姓称颂的实绩。

把心思放在干实事上还是放在“留痕迹”
上，映照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精神境界；
是简单地查痕迹、看形式还是认真地看实效、
察实情，考量着相关部门的管理智慧和管理
艺术。把“心”沉
下来，让考评实起
来，基层工作才能
告别虚浮的“痕迹
主义”，干出让群
众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的“实痕”和

“真迹”。

尽管我国已经明令禁止“校园贷”，严禁网贷平台向大学生发放贷款，但是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某些互联网贷款 APP 穿上“教育分期贷款”的马甲，藏身一些成人英语
培训机构。大学生们在这里购买培训课程，可以获得高达十几万元的学费贷款。然
而当一些学生感到经济上不堪重负时，却发现不仅退课难，而且还要继续承担还贷的
压力。（据《北京青年报》12月2日报道）

“校园贷”变“培训贷”，名字虽然不同，但套路、危害依旧。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
大监管力度，别让“培训贷”成“培训害”。

□何 勇

2017年5月27日晚8时左右，中山市一
位行人未按交通信号灯提示过马路，并在横
过马路时使用手机，结果与行驶中的摩托车
发生碰撞，造成摩托车乘客死亡。日前，这
起案件在中山市第一法院依法宣判，肇事行
人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
刑一年。（据《华商报》12月3日报道）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发生这样的交通
事故，一般都是机动车、摩托车驾驶者承担
主要责任，可是此次结果却不同，过马路的
行人不仅承担事故主要责任，还构成交通
肇事罪被判刑。这不仅给“低头族”敲响了
一记警钟，也体现出法治的公平。

长期以来，行人都被视为交通参与中的
弱势群体，在涉及行人的交通事故中，他方
一般都要负主要责任。比如《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
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
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
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
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
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
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可以说，这样的交通
事故责任划分认定和司法实践，体现出了对
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等群体的关爱和保护。

但在一定程度上，这样关爱也可能适得
其反，成为一种纵容，导致一些行人在交通行
为中无所顾忌，甚至无视法规和规则，产生

“我弱我有理”的想法和行为。近年来，随着
智能手机的普及，行人中的“低头族”越来越
多——据中国青年报2017年的一项调查显
示，72.2%的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时玩手机的
经历，步行过马路时从不玩手机的受访者仅
占27.8%。行人闯红灯、过马路时看手机等行
为不时发生，由此造成的交通事故越来越多，
严重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危害交通安全。

从法治的角度讲，行人在道路交通事
故中应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受到什么样的
惩罚，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行人在交通事故
中有没有过错、过错有多大。行人因为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引起交通事故，自然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所以说，此次“低头族”过马路玩手机
酿车祸获刑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在交通安
全面前，没有谁可以超越法律的红线，也没
有弱势与强势之别——不管是行人还是其
他交通参与者，都应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不管谁违反了交通法规，都应该受到法律
惩罚。希望所有人都能从这一判例中得到
警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以对自己生命负
责也对他人生命负责的态度，共同维护好
公共交通秩序。

□江德斌

目前网络数据造假问题较为普遍，覆盖范围较
广，且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网络数据造假
主要方法是采取刷单的方式，由商家掏钱雇佣刷手
刷量，甚至有专业的刷单平台、刷单公司全盘操作，
各环节分工明确。社交媒体买粉、视频网站刷量的
推广信息在各大论坛、社交媒体以及电商网站中比
较常见。（据《法制日报》12月3日报道）

网络数据造假破坏了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导致
数据指标失真，令评判标准走偏。这就会在很大程
度上误导行业发展和政策制定，使广大用户的切身
利益受损。

打击网络数据造假，需要法律和技术双管齐下，
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全方位打击。要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实施细则，对刷量、炒作信誉、虚假评论等问
题作出严格界定和限制，对违法行为施以相应的法
律处罚。同时，要探索网络数据价值的新评判标准，
引入新技术，建立一套可追溯、不可篡改的评价体
系，使造假行为无所遁形。如此，才能更好地保证网
络数据真实可信，维护网络空间风清气朗。

□樊树林

近日，湖北武汉首座数字家庭档案馆——“洪山
家庭档案馆”收录首批档案。洪山区 10 个普通家庭
的故事以电子资料的形式，永久性封存进洪山区档
案馆。这份电子资料的载体为一只光盘，内存 10 个
家庭的成员讲述身边故事的视频，以及能够反映改
革开放 40 年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家庭生活变迁
的老照片、老物件、老资料的翻拍图片集锦等。（据

《长江日报》12月1日报道）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

直观镜像；家庭的命运和社会的变迁、民族的兴衰
有着密切的关联。以家庭视角透视改革开放历
程、以家庭记忆讲述改革开放故事，能细致入微地
折射时代变迁，展示每个人、每一家享受到的发展
红利，让更多的人从中真切地体会改革开放带来
的巨变。

将 10 个家庭的故事以电子资料的形式封存进
档案馆，拉近了公共档案馆和普通人之间的心理距
离，更是对“来路和往昔”的生动纪念。期待各地多
一些这样的创新举措，让宣传、教育、引导工作更接
地气、更聚人气，将统一思想、鼓舞士气的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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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冬季，福彩送暖。今年 11 月初，河北省福彩中心在我省继续开展一年一度的福彩暖冬活动，投入

500 万元公益金，用于资助 5000 位特困群众。今年暖冬活动的资助对象是农村特困人员，原则上以贫困县

中的特困人员为主要资助对象。活动的资助标准为每人 1000 元，全省共资助 5000 位特困群众。自 2009

年至今，河北福彩暖冬活动已经开展了6届，共投入福彩公益金1116万多元，资助了10495户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福彩暖冬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已经成为全省公益事业的知名品牌。
新河县福彩暖冬资助对象杨国余帮残疾哥哥洗手新河县福彩暖冬资助对象杨国余帮残疾哥哥洗手。。

在今年的福彩暖冬活动中，邢台市
将新河、临城两个全国贫困县 406 位农
村特困群众列为资助对象，其中新河县
212位。11月22日，笔者随邢台市福彩
中心工作人员前往新河县荆庄乡西杨
村，走访了部分特困家庭。

全村 14 位特困群众解了
燃眉之急

据陪同笔者前往的新河县民政局
副 局 长 林 先 生 介 绍 ， 由 于 经 济 欠 发
达，只有 18 万多人的新河县，特困人
员就有 1200 多人。因为名额有限，本
着优先救助最困难、最急需帮助群众的
原则，县民政局采取了每个乡镇划定重
点村、重点对象的办法，从中筛选出了
212 位。其中荆庄乡西杨村 14 位特困
群众全部列入了资助范围。受助对象
中，既有体弱多病的独身老人，也有
残疾人。

西杨村党支部书记告诉笔者，西杨
村共有 656 户、2031 人，其中 48 户因
缺乏劳动技能和资金等原因收入偏低，
被列为低保户，他们中的14户因年老体
弱、多病、单身、残疾等原因被列为五
保户。对特困群众，各级政府和民政部
门给予了大力救助：除了每人每月 400
多元五保金外，逢年过节还送来棉衣棉
被、米面油、蜂窝煤炉等；有劳动能力
的，安排保洁员等工作岗位；市民政局
驻村工作组还帮助他们入股当地的食品
厂，每年分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
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而 1000 元福彩
暖冬金到手，更是帮他们解了取暖燃眉

之急需。

孤寡老人连声夸现在的日
子越来越好

走进孤寡老人杨夫奎的家，第一眼

看到的是狭小的院子里种满了白菜、大
葱、萝卜——一米见方，四周压着砖块
的塑料布下，韭菜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老人说，这些菜够自己吃一个冬天，不
用再花钱买了。

杨夫奎老人兄弟姐妹 7 个，由于家
里太穷，他终身未娶。以前年轻力壮的

他农闲时还帮着乡亲们盖盖房子、打点
零工。如今老了，干不动了，两亩地全
靠兄弟帮着耕种、收割，棉衣棉被则是
妹妹负责拆洗。尽管如此，老杨的生活
还是有点艰难：白灰抹成的四壁因为年
代久远已经泛黄，屋里除了一个老式衣
柜再没有像样的家具电器；身上穿了几

十年的蓝色棉大衣打着黑补丁；用四根
竹竿支起的蚊帐一年四季挂在床上方，
根本看不出当初的颜色。

生 活 虽 然 清 苦 ，但 老 人 却 格 外 乐
观：“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每天米饭白
粥就行。躺倒（患病卧床）的时候不多，
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政府每月给的五

保金、养老金够用了。你想，国家那么
大，像我一样需要管的得多少人？得花
多少钱？现在党和政府这么关心咱老
百姓，政策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好，我
知足了。”得知自己被列为福彩暖冬资
助对象，老人开心地说：“1000 块钱取
暖用不清，谢谢你们！”

母子俩同享福彩暖冬金

西杨村村西一栋灰房子看上去有些
特别：一扇大门将两间房子截然分开：
东侧一间，是杨国余和 8 岁儿子住的；
西侧一间，则住着杨国余的哥哥杨国英
和母亲张桂芬。院子东侧一间只有两三
平方米的小屋房顶已经塌陷，靠几张石
棉瓦遮挡着风雨；地上堆满了柴火和锅
碗瓢盆，几乎没有落脚之处，那是祖孙
三代做饭的地方。因为孩子上学，杨国
余每天都要和母亲错开时间做饭，黑暗
的厨房里烟火不断。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哥哥杨国英
今年43岁，自幼精神残疾，每天除了吃
饭、睡觉，就是在街上闲逛，嘴里嘟囔
什么，即便家人也听不清；弟弟杨国余
40岁，几年前因脑血栓无法从事重体力
劳动，妻子抛下他和年幼的儿子离家出
走；他们的母亲张桂芬也有些神志不
清，右侧脸异常肿大、流着鼻血的她甚
至不知道自己究竟多大了。全家四口，
两位属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杨国余和
儿子则吃低保。

说起生活的艰辛，要强的杨国余脸
憋得通红：“自从我得了脑血栓，家里的
日子更难了，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

哥哥，都需要照顾。那时候都不愿见人，
总觉得比别人低半头。老人清醒的时候
还能帮着干点活，一犯病连馒头都买不
了，更别说接送孩子上下学了。我同时
照顾仨，哪顾得过来？看病要钱、孩子上
学要钱，我也得吃药，有时候真想一了百
了。可想想孩子和老人没人管了，打心
里舍不得，只能自己悄悄流泪。后来我
想开了，负担再大也得坚持。”

为帮助杨国英、杨国余一家四口
解决生活困难，当地政府和村委会将
他们列为了帮扶对象，杨国英和年迈
的母亲被列为特困人员，杨国余父子
则吃上了低保。杨国余还被安排当上
了村里的保洁员，每月可以拿到 300 元
工资。有关部门还出资帮他们改造了危
房，市县民政局送来了崭新的棉被、棉
衣和其他生活用品。在福彩暖冬活动
中，哥哥和母亲同时享受到了福彩暖冬
金，这让杨国余感动不已：“多亏政府
帮我分担了家庭重担，现在压力小多
了，心情也好多了，感觉这病恢复的
也快了。现在福利彩票又送来 2000 元
暖冬金，冬天取暖不发愁了，感谢福
彩中心雪中送炭！”说着说着，杨国余
的双眼湿润了。

1000 元，对于一个正常家庭而言微
不足道，但对于杨国英、杨国余这样的家
庭而言，可以解决急需生活问题。面对
着他们充满感激的目
光，福彩人深深感到
福 彩 暖 冬 的 社 会 责
任。福利彩票暖冬更
暖心，让成千上万困
难家庭的冬日不再寒
冷、不再漫长。

新河县杨夫奎接受福彩暖冬资助新河县杨夫奎接受福彩暖冬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