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0年12月3日 星期四
版面编辑：赵寅生 视觉编辑：褚林 观点

集思录

微 评

画里有话 图/王成喜 文/毛建国

“‘大胃王’复印机”不是个笑话 斩断学生比赛作品
代劳的灰黑产业链

打击网络传销
要树立互联网思维

网上问诊也要有人“把脉”

让地铁车厢“静悄悄”需形成合力

□蔡晓辉

在中部地区某财力弱县，一位干了25
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向记者倒起苦水：为交
足各部门布置的材料、表格，村里每年至
少要花 3 万元复印费，花去村集体年收入
的一半。（据半月谈微信公号近日报道）

填报表格、上报材料，是基层单位不可
避免的一项工作。上级单位借此可以动态
掌握重点工作落实的情况，基层单位也可
以在这个过程中梳理自身工作，以更好地
推进下一步的工作。然而，过犹不及，当报
材料、填表格成了基层不可承受的重负，这
种“材料下基层”状况就必须引起警惕。

报材料、填表格是怎么成为村干部们的
一块“心病”的？根据记者的调查，一是填报
种类多，综合治理的、村集体经济的……几
乎每项涉农工作都常有上报要求；二是填报

要求细，材料要总结到位，字体字号行间距
都有明文规定；三是填报标准高，一般都要
求一式两份、三份，电子版和纸质版同时报，
时间还催得紧，有时上午布置，下午就要报。
也就是说，向村里要材料的“手”多，同时，材
料和表格的要求也高，甩膀子的“泥腿子”要
变成“笔杆子”，自然痛苦不堪。

“材料下基层”的状况严重到什么程
度？第一，为了省点复印费、免去频繁跑镇
上复印店的奔波，村里为此专门添置了台
复印机；第二，这台新添置的复印机一年
的费用“吃”掉了村集体的半年收入。“报
材料、填表格的一摊事倒成了村干部的心
病”所言不虚。

3万元的复印费占去了村集体年收入的
一半，照此算来，该村的年收入就是6万元。
这个村集体收入水平，放在全国看，不高；放
在“中部地区某财力弱县”内部看，也应该不

算强。6万元，是村里盘活集体资源、开办集
体企业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这些收入，本
该用于该村的进一步发展，却被复印费“吃”
掉了一半，想想就令人心疼。同时，各种表格
填报捆绑了村干部的手脚，沉重的材料负担
之下，他们哪还有时间与精力抓落实？

“复印费一年‘吃’掉村集体半年‘粮’”
的状况可能比较极端，但其反映出的基层
材料负担过重的现实却必须高度警惕。

“基层减负年”对文山会海、检查考核过多
过滥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基层干部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的状
况得到了极大改观。然而，少数地方考核
开会的任务少了，但“表哥”“表叔”很多的
状况仍旧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作风还没有彻底得到遏制。

半月谈记者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反
映，一些干部坐在办公室而不深入基层一

线，机械地把上级文件层层下达。“指令式”
“电话式”办公，造成基层指令接不停、工作
没人干。事实上，材料负担下基层，“上边”
的干部的“负担”也不“轻”：他们要忙着打
电话、下指令，忙着布置填报材料表格的任
务、还要阅读堆积如山的材料、归纳整理材
料并再次形成汇报材料……这种“表来表
往”的工作惯性必须加以纠正。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材料写得再长、表
格填得再漂亮，不如多到基层去实地调研、
在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大胃王’复印机”
不是个笑话，它提醒我们，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不可
放松警惕，要
一露头就打，
才能不断涵
养真抓实干
的作风。

□杨玉龙

12月1日起，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交
通乘客守则》正式实施，其中新增了针对手
机、平板、智能手表等电子设备声音外放的
禁止条款。记者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方面
获悉，截至1日下午1时，执法人员共劝阻
了 19名在地铁上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
的乘客。（据澎湃新闻网12月1日报道）

一项调查显示，“躺卧占座或踩踏”
“吃有味道的食物”“用电子产品外放”是网
友最反感的 3种车厢内不文明行为。这其
中，“用电子产品外放”音乐、公放影视剧、
打免提电话等，因发出的各种声音令人无
处可逃，让许多乘地铁出行的人被迫追
剧、被迫看综艺、被迫听神曲，不堪其扰。车
厢里的声音外放行为，既影响着乘客的出
行体验，也干扰了地铁的正常运行秩序。

地铁是一座城市交通发展程度的标
志，更是一扇观察社会文明的“窗口”。在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的同时，如何根治地铁
陋习、提升乘客素养、涵养地铁文明，已经
成为不少地方面临的现实问题。事实上，
自今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交通运输部

印发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
理办法》，就已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电子设
备时外放声音。目前，北京、天津、武汉、昆
明等地都已明文规定，禁止在轨道交通内
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

然而，解决外放声音等车厢陋习，除了
努力让规定落地，有关部门也要加大执法
和监督力度。此次，新修订的《上海市轨道
交通乘客守则》，不仅让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时外放声音有“规”可依，而且也通过一段
时间的劝阻引导，辅以列车车厢内张贴宣
传标识，广播内增加循环提醒等多种方式，
给地铁禁止声音外放这一公共空间里行为
规范的养成，留出了细化和完善的时间。

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我
国内地累计有 40个城市开通城轨交通运
营线路 6730.27 公里，2019 年度新增运营
线路968.77公里，客运量超240亿人次，再
创历史新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乘坐地
铁的文明意识，要跟上轨道延伸的速度。
毕竟，一个文明的公共空间环境，需要我
们每个人共同守护。只有人们合力去遵
守，去执行，在公共空间尊重他人感受，才
能让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一张口腔内溃疡滋生的照片，拿给3个网络问诊平台上的若干名不同医生问
诊，却得出了众多不同的诊断和处方开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很多患者把
问诊需求转移到网上。调查发现，在线医疗大幅发展的同时，网络问诊、开药过
程仍存制度漏洞，导致公众“体验”不太如意。（据《中国青年报》12月1日报道)

对网络问诊存在的各种“病灶”，需要及时开出“药方”，做到药到病除，才能
有效保障网络问诊规范有序。

□许君强

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存在着可一对一定制绘画、网
页设计、动画、科创小发明、大赛计划书等比赛作品的生
意链条，覆盖青少年群体的各类重要赛事。（据澎湃新闻
网12月1日报道）

让孩子学习课外知识，主要是为培养兴趣、拓展知识
面，让孩子参加相应比赛，主要是以此来评测学习成效，
激励孩子更好学习。同时，不管是什么比赛，公开、公平、
公正都是最起码的要求。比赛作品完全由他人“代劳”，
实际上就是作弊，是对比赛规则的践踏。这样做背离了
比赛的初衷，还会向孩子传递“花钱就好办，哪怕是破坏
规则”的错误价值观，助长孩子轻视规则、投机取巧的功
利心态，破坏比赛应有的公平公正。对孩子来说，这么做
也许能得利一时，但绝对得不偿失。

花钱买荣誉，对孩子是害不是爱。比赛作品代做不是
正常现象，更不该成为一门生意。让诚信理念、规则意识
植根孩子心里，坚决对比赛作品代劳说“不”，以有效方法
斩断由此衍生的灰黑产业链，才能给孩子们营造公平健
康的成长环境，让各种比赛更加公平公正，让孩子们更加
真实纯洁。

□廖海金

近日，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以数字货币之名
行网络传销之实的“币圈第一大案”PlusToken进行二审裁
定，决定维持一审对15名涉案人员处以2年至11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据《经济日报》12月2日报道）

近年来，一些传销不法分子把传销活动搬到了网
上。与传统传销相比，网络传销具有虚拟性、行为跨地
域性等特点，隐蔽性、欺骗性、社会危害性更强，发现和
查处难度更大，传统的监管和查处方式越来越难以
应对。

传销触网，监管也要树立互联网思维。一方面，监管
部门要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网络传销
监测平台，提升对网络传销行为发现、预警、处置能力。
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传销涉及单位、人员、活动
地点、服务器和网站所在地等信息，深挖线索、追根溯源，
精准确定打击对象。此外，还要加强对搜索引擎、社交平
台、第三方交易平台、第三方支付工具等网络服务供应商
的监督管理，督促其把好信息“入门关”，及时封堵和查删
传销信息。如此多措并举，就能织密打击网络传销的天
罗地网，让网络传销无处遁形。

社会

别让非机动车“无路可走”
——关注非机动车行车安全（上）

□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

“开车太堵，公交太慢，骑车……骑车
心烦。”11月 23日，早高峰时段，看着手机
地图的堵车路段，准备去上班的省会市民
孙丰伟再次陷入“选择困难”。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的加剧，骑自行车
等绿色出行方式重新受到市民青睐，然而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城市路段没有划
定非机动车专用道，或者非机动车车道太
窄，加之违停、停车位占道，非机动车行走
空间不断被压缩。

你挤他占

非机动车在“夹缝中求生存”

早上 7 时 45 分，经过一番“心理斗
争”，孙丰伟还是决定骑车上班。孙丰伟
工作的公司在广安大街上，距离他居住的
藏龙福地小区约 7 公里，骑行时间大约半
小时。

“现在骑自行车，连条痛快的路都没
有。要不是堵车容易迟到，我真是不愿意
骑车了。”孙丰伟告诉记者，骑行路上就像

“闯关”一样，除了要应付路上汹涌的非机
动车潮，还要不时跟身边驶过的机动车保
持“若有似无”的距离。

“想好好骑车，真太难了！”孙丰伟感
慨地说。

孙丰伟的话道出了现今不少“骑行
族”的感受。“车辆霸占自行车道现在太常
见了，路好像就是给汽车修的，根本没考
虑我们这些骑车的人。”每天骑车买菜的
省会市民王阿姨也抱怨连连。

类似的场景，我们身边并不鲜见。比
如，非机动车道被违停机动车挤压成了

“一线天”，有的路段甚至直接画成了汽车
停车位；车道划分不明、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混杂……

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象，不仅
让非机动车陷入“行路难”的窘境，而且存
在不少安全隐患。

11 月 23 日 11 时 40 分，记者来到石家
庄市中华大街与宁安路交口以北路段，中
午下班、下学的时段，道路两侧已被停放
的机动车占满，为了方便通行，许多非机
动车都在机动车道通行，骑车人贴着机动
车走的场面，看着格外危险。

“你以为在机动车道骑行危险啊，贴着
停车位骑车更危险。”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有一次他沿着非机动车道骑行的时候，停
车位上的一辆汽车突然打开车门，差点把
他撞倒，“还好我骑得慢，没出啥大事。”

觉得危险的不仅是骑车人，开车的司
机也倍加小心。

“非机动车道被占得就剩这么一点，自
行车肯定全跑到机动车道上来，这就是人
为制造机非混行。”出租车司机刘师傅颇为
担心地说，“自行车和汽车走得那么近，万
一撞上，肯定就是伤筋动骨。骑自行车的要
是老人和孩子，就更容易出危险了。”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9 月，全国机
动车保有量达 3.65亿辆，其中汽车 2.75亿
辆。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去年底已近 4 亿
辆、电动自行车近3亿辆。

“伴随着城镇化进程，机动车、非机
动车数量激增，一些道路原先的规划已
经赶不上交通发展的脚步，不少城市的
车道已显得拥挤不堪。与此同时，一些
城市在道路两侧设置停车位，不断压缩
非机动车出行空间，这不符合现在绿色
出行的理念，也不是长久之计。”省社科
院省情研究中心主任李茂认为，面对交
通压力加大，有关部门应重视自行车在
城市交通中扮演的角色，不要让非机动

车在“夹缝中求生存”。

合理分配路权

还非机动车安全顺畅通行

在石家庄生活了半辈子的老高今年
63 岁，平时出门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骑
行，可他说现在自己出门骑车少了。

“马路上到处都是汽车，能放心骑车
的地方太少了。”老高说，希望有关部门能
重视一下他这种骑车人的需求，让非机动
车道宽一点、通畅一点，让人能安心顺心
地骑车。

老高的话说出了不少骑行人的心声。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在世界无

车日前夕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3人参
加），75.6%的受访者认为道路被停车占用
等问题影响了慢行体验。提升慢行体验，
62.8%的受访者建议严格停车位设置规
则，60.8%的受访者希望拓宽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这种慢速出行方式，属于
城市慢行系统中重要的一环。慢行系统
是绿色出行的系统，既环保又有利于健
身，是现今倡导的出行方式。但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城市建设考虑得更多的是满足
汽车的出行需求。”李茂认为，忽视慢行系
统，已是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普遍现象。

这体现在道路空间的分配上，就是对机动
车过于“倾斜”，比如道路的改造，总是着
眼于机动车的需要，一味拓宽机动车道，
挤压非机动车道空间。

“行走在路上，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
拥有路权。”李茂认为，在满足汽车通行需
求的同时，应为非机动车出行创造畅通的
道路条件。“还路于非机动车，不仅能够体
现公平原则，另一方面如果非机动车的路
权得到有力保障，也能够引导广大群众更
多选择非机动车这种绿色环保的出行方
式，这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有相当大的积极
作用。”

可喜的是，这一情况已经受到重视，
有些城市已经迈出了尝试的第一步。

2019 年北京市开通了首条自行车专
用道，道路全长6.5公里、净宽6米，明确禁
止行人、电动自行车及其他车辆的进入，
成了许多骑行爱好者的“打卡地”。目前，
这条自行车专用道的总骑行量已突破240
万人次。

“北京的做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对于交通量较大的城市中心区而言，改
造道路、优化利用现有资源更为现实。”李
茂建议，可以从“合理分配”“开放共享”这
两方面着手。

“解决问题，首先要纠正道路分配偏
差，给予非机动车更大的出行空间。这需
要改变以往机动车优先的理念，让以人为
本的交通理念深入人心，合理分配道路资
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不占用非
机动车道，对现有的狭窄非机动车道适度
拓宽。”李茂建议。

“开放共享”则是针对目前停车位占
用非机动车道的现象。李茂认为，停车不
应一味占用公共道路，应该盘活现有的停
车资源，“道路的基本功能是通行，不是停
车。停车设施的主体空间也不应是道路
空间。可以在现有的停车场中多修建一
些立体式停车位。公共道路资源有限，但
有许多机关、小区内部有大量可供利用的
闲置空间，可以将这些资源开放共享。”

“当然，这些落到实处绝非一日之功，
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当务之急，还
须多从加强管理方面发力。”李茂建议，政
府相关管理部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像治
理机动车道交通乱象一样，重视非机动车
道的管理，让机动车、非机动车各行其道。

石家庄市泰华街上，违停车辆导致非机动车走上机动车道。河北日报记者 高 珊摄

河北日报讯（记者陈正 通讯员申鑫）12 月 2 日，
在我国第七个国家宪法日即将到来之际，省内首家劳
动仲裁“一室一站”（劳动争议律师调解工作室和劳动
维权法律援助工作站）在涉县人力资源产业园揭牌。
即日起，涉县辖区内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劳动者均可在

“ 一 室 一 站 ”免 费 享 受 法 律 咨 询 、律 师 调 解 和 法 律
援助。

“一室一站”由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涉县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动仲裁委）联
合设立，与邯郸市阳光公益法律服务与研究中心（以下
简称邯郸阳光公益中心）合作，负责辖区内劳动争议案
件仲裁立案前的调解和法律援助工作。

劳动争议律师调解工作室由邯郸阳光公益中心专
职律师负责调解工作，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劳动
仲裁委出具劳动争议仲裁调解书。十五个工作日内无
法达成调解协议的，劳动仲裁委及时立案开庭审理；劳
动维权法律援助工作站，由邯郸阳光公益中心派驻公
益律师，为劳动争议案件中的劳动者提供法律咨询和
法律援助。

我省首家劳动仲裁
“一室一站”在涉县揭牌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于世强 记者崔丛丛）12月2日
是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今年的主题是“知危险会避
险 安全文明出行”。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今年
前三季度全省发生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四
项指数与去年同比分别下降 18.7%、23.6%、18.4%和
7.9%。据数据分析，操作不规范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
原因，超速行驶致人死亡率最高。

据统计，驾驶车辆操作不规范妨碍安全的行为、
未按规定让行、无证驾驶、酒后驾驶、逆行、超速行驶、
违反交通信号是引发我省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
因。上述七项主要违法行为引发的事故和导致的死
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72.9%、73.6%。其中，驾驶车辆
操作不规范妨碍安全的行为占事故总数最大，占总数
的 31.2%，未按规定让行占总数的 14.8%、酒后驾驶（含
醉酒）占总数的 6.8%、无证驾驶占总数的 6.4%、逆行占
总数的 5.2%、超速行驶占总数的 4.5%、违反交通信号
占总数的 4.1%。

数据统计显示，小型客车肇事起数和死亡人数占比
最高。私用车辆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占比最大，发生事
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80.2%、64.68%。其次是
驾驶重型货车、驾驶电动自行车、驾驶摩托车。重型货车
单起事故死亡率最高。省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说，货运车
辆交通事故死亡率较高，一直是公安交警预防事故工作
的重点。

我省发布交通事故“大数据”

超速行驶致人死亡率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