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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进

近年来，宁波社会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的现象越来越多, 不少社
会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自发地负责
起了平安宣传、文明劝导、情报信
息上报、隐患排查、矛盾调解、治
安维护等工作。比如，2007 年以
来，慈溪市“和促会”（全称和谐
促进委员会） 先后为 30 万流动人
口解决就业、入学、租房等实际困
难，及时制止和化解各类不稳定事
件3万起，募集帮扶资金近2000万
元，帮扶困难人员 5 万名 （3 月 2
日《现代金报》）。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什么
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取决于以下
几点：一是覆盖面广。如自 2006
年在全国首创村级“和促会”，至
今慈溪 347个村 （社区） 已实现了
全覆盖，会员人数达 8.2 万；二是
党委政府支持。宁波各级党委、政
府部门对社会公益组织和个人积极
参与社会服务和治理十分支持，不
少社会组织在实施公益项目中还获
得了政府公益创投资金的支持；三
是得益于它的自治模式。社会组织

往往是由一群身份不同但追求目标
趋同的人组成，其民间性和公益性
便于成员自我管理。如慈溪的村级

“和促会”成员大多是外来务工
者，他们以“老乡助老乡”的自治
模式解决了很多流动人口的实际困
难。

现在，在宁波各地，群众有困
难不是急着去找政府，而是首先找
社会组织，这样一来，大量的社会
问题能在基层得以化解，减轻了政
府的治理负担，降低了政府的治理
成本，有利于促进“大政府”转型
为“小政府”，提高政府的社会治
理水平。

社会问题包罗万象，社会矛盾
复杂多样，但政府不是万能的，

“单打独斗”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社会组织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
要载体，可以大有作为。这是由社
会组织的民间性和非营利性所决定
的。前者使得其具有基层性和多元
性的特征；后者使得其具有利他性
和公共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能让
社会组织发挥政府和市场无法替代
的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将扶持社
会组织当作一个重要课题来对待和

重视。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已

有社会组织 56 万余个，其中社会
团体 29万余个。与发达国家相比，
这一数据并不可观。而且整体来
看，社会组织在我国发展并不平
衡，也不够充分，在社会治理中的
作用发挥得还不够。这既因很多社
会组织尚处在发展阶段，自我生存
与发展能力不强，缺乏公信力，也
因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的作用和地
位认识不够，政策支持力度有所欠
缺。

要使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社会
组织自身要创新自治模式，利用高
科技、大数据、互联网，提升参与
社会治理的“智慧”和“能力”。
像宁波现在已明确将网格化管理作
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把“网
格”定位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社会组织也应改革传统的自治模
式，按照全域、全员、全能的理念
设置网格，细化网格内容，推进服
务管理精细化，努力适应新的社会
管理方式。

就政府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
给予社会组织支持，一是帮其确认

“身份”。很多社会组织因为名不正
言不顺，很难开展工作。这点北仑
就做得较好。该区率先推行基层民
间组织备案管理工作改革，社会组
织可通过备案制的方式获得相对
明确的“身份”，这样做起事来就
师出有名。二是制定政策法规支
持 社 会 组 织 。 为 了 创 新 社 会 治
理 ，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 2015 年 7
月，宁波市委专门作出 《关于创
新社会治理全面加强基层基础建
设的决定》，把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作为法治宁波、平安宁波建设的
战略性工作来抓。有了政府的支
持，再加上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
热情，社会组织一定能够发展壮
大，更好地服务社会。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大有可为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姚明提案被否决”“里皮不
满足协教练选聘工作”……近日
的“劲爆新闻”一个接一个，但
已经一一被证实为“谣言”。作为
中国体育改革的排头兵，中国足
协和篮协的改革已到了关键的深
水期，作为媒体——也包括自媒
体——希望改革提速和加大力度
是好事，但如果只是捕风捉影、
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为吸引
眼球而放大分歧和矛盾，那不仅
无益于改革，还会给改革添乱，
扯改革后腿，是万万要不得的。

春节过后，中国篮球就迈出
了令人兴奋的一步：姚明当选为
中国篮协主席，这也被很多人视
为中国篮协改革要全力加速的标
志。但就在姚明当选短短几天后，
关于“姚明提案被否决”的消息满
天飞，直至中国篮协出面称该消
息是谣言。仔细探究该消息出处，
源于某著名篮球媒体人的一篇微
信公众号文章，透露姚明的改革
意见和投资人出现分歧，而该媒
体人在事件发酵后也在微博声明
自己文章中并无提案被否决一
说。

目前的中国篮球，用姚明的
话说，“好像是没有一个最大的问
题，到处都是问题”。作为长期以
来坚持改革理念的姚明，其上任

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推进改革无疑
是令人关注的。但我们知道，改
革不是破坏，拎起棍子打碎旧东
西并不是最难的，建立起新秩序
才是改革的目的。面对这样一个

“到处都是问题”的旧摊子，改革
显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个
角度出发，姚明的改革意见遇到
不同声音是正常的，但仅仅据此
就得出“姚明提案被否决”的断
论，表面看好像在帮姚明说话，
实际却在无限放大本属正常的意
见分歧，一下将改革者放到了对
立面，实际效果只是自己赚足了
点击量和噱头，于姚明和中国篮
球的进步并无真正的帮助，甚至
还会让“吃瓜群众”对改革前景
失望。

“里皮不满足协教练选聘工
作”其实也很相似，我们都说中
国足球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改革
也已箭在弦上，虽然国家队的战
绩依然糟糕，但那是为过去几十
年里中国足球的乱象还债；都知
道足球改革不仅仅是抓国家队那
么简单，表面看这消息好像是为
中国足球的未来操心，但在这个
时候故意制造里皮和足协的矛
盾，怎么看也不像是为了中国足
球更好的发展。

在体育改革的道路上，媒体
应该也有责任发挥监督的作用，
改革十分需要能铁肩担道义的媒
体，但监督不等于制造冲突，一
个习惯于制造冲突的媒体，就算
一时赚够了眼球，也终会被认清
和唾弃。

（新华社南京3月2日电）

“假新闻”
推动不了改革进步

普沙岭

2 月 28 日上午，深圳交警在
某红绿灯路口试点智能行人过街
系统。这套系统由视频采集分析
存储上传系统、控制器、显示
屏、闸机、语音播报和前端计算
机等组成，红灯亮起时，闸门关
闭，挡住行人；绿灯亮起时，闸
门打开，放行行人 （3月2日深圳
新闻网）。

既然很多市民过马路不守规
矩，而以往一些老办法又效果
不 佳 ， 那 么 ， 就 用 硬 件 的 方
式：红灯关闸门，让你根本走
不了；绿灯开闸门，让你按规
矩走。没想到，深圳交警此举引
发一片非议。

最强烈的质疑是：这是用管
牲口的办法管理人，对文明与守
规则的人是一种耻辱，对人没有
起码的尊重。而且用了这么大的
投入，才解决一个过马路问题，
小题大做。甚至有人怀疑：是不
是哪家做不锈钢的公司要发财了

（闸门材质为不锈钢）？但也有人
认为它是一种创新。

到底该怎么看？是质疑的网
民太敏感、太矫情，还是这个设
施真的很不妥当，罔顾人的尊
严？是把它理解为耻辱，还是理
解为一种创新？在我看来，这个
设施似乎可称为一种“耻辱式创
新”吧？！

它确实有令人感到耻辱的地
方。这么多年来，关于过马路，
我们想了很多的办法，又是罚
款，又是拦截，又是通报，治理
来治理去，虽说有一定改观，但
就是无法杜绝乱过马路现象。“雄
赳赳，气昂昂，冲到路中央；有

中年，有儿郎，老爷老大娘；迎
着红灯亮，不停止方向；凑够一
撮，随波逐流向前闯……”一曲

《过马路战歌》，照出了我们所有
的羞愧。有数据表明，53%的致
人死亡交通事故是因行人或非机
动车闯红灯过马路引起的。小小
马路口，人生大命题，素质的问
题，屡屡成为一个“要命”的问
题。

它当然也有创新的地方。现
在，很多地方十字路口有戴红箍
的引导员，他们拉着绳子、吹着
哨子提醒行人按规矩过马路，作
用与这个设施一样。这些引导员
站在那里，同样要花钱，遇到蛮
横的行人，还一点辙没有。而深
圳交警通过“设施换人”，可以一
刀切地让行人“不能闯”。真有人
胆敢跨越闸门，该设施会通过人
脸识别和抓拍报警，违法者根本
逃不掉，其行为还会被纳入个人
诚信系统——显然有很多技术创
新的地方。

其实，对于该设施，我们的
态度应该更开明更包容一些。它
确实是一种基于无奈与“耻辱”
的尝试，让人挺没面子，但如果
能够通过这种创新，营造出更多
遵守交通法规的文化，减少交通
事故，让交通管理更智能化，未
必就是小题大做。另一方面，我
们应明白，真要“雪耻”，应靠每
一个国民素养的提升，使文明意
识成为每个人骨子里流淌的血
液。所以，在文明过马路完全到
来之前，我们不妨吞下那一点点
羞辱感，把这种“耻辱式创新”
举措，作为敦促社会文明进步的
工具，也作为映照自我灵魂成色
的镜子。

“过马路神器”
是创新还是耻辱

张枫逸

2 月 27 日发生在天津市南开
区的两名儿童坠亡事件，再度将
儿童监护人疏忽应承担何种责任
的话题放置于舆论的焦点。全国
政协委员李铀牵头，并联名曾
蓉、刘建军等 13 位全国政协委
员，向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提交了 《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

（疏忽） 行为“入刑”的建议》，
呼吁追究失职监护人的责任 （3
月2日《成都商报》）。

据统计，中国每年近 1000 万
个孩子受到意外伤害，多数伤害
事件与监护人的疏忽失职直接相
关。从法理上讲，行为人因疏忽
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
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的他人受
伤、死亡，构成过失犯罪。儿童
监护人因疏忽导致孩子受到意
外伤害，符合过失犯罪构成要
件，但在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法
律法规中，并没有针对因监护
失职 （疏忽） 导致严重后果的
行为专门立法，加之受到传统
道德、情感、家族宗法等因素影
响，这些“马大哈”父母很少被
追究刑事责任。

有观点认为，父母爱孩子是
天经地义的，每个家长都会扮演
孩子的守护神，不让孩子处于危
险境地，因此没有必要对于儿童
监护失职行为设立法律制裁。事
实上，作为监护人，父母的监护
职责和抚养义务不仅具有道德属
性，更具有法律属性，是一种必
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家长因严重
过失给孩子酿成损害，没有尽到
监护职责，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近年来，多地发生“儿童被

留车内事件”。一个不容回避的
尴尬是，因幼儿园教师、司机等
疏忽致幼儿被困车内闷死，相关
责任人第一时间会被警方带走，
并被刑事拘留；父母将孩子遗忘
在车内导致被闷死的，基本上是
父母自责了事，无一人被判刑。
根据刑法，过失致人死亡罪的
主体要件为一般主体，凡达到
法定责任年龄且具备刑事责任
能 力 的 自 然 人 均 能 构 成 本 罪 。
然而，同样是涉嫌过失致人死
亡，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却能免
于刑责。这既有损法律平等和
司法公正，更无助于增强广大
家长的责任意识。

在许多发达国家，法律明确
规定孩子的父母或监护人必须时
刻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否则将被
追究法律责任。比如，美国纽约
州规定，因父母或监护人疏忽造
成儿童意外伤害，属于“潜在危
害儿童利益罪”，如由此引发死亡
则可能被控“过失杀人罪”。虽然
有人指责法律过严，但统计显
示，最近 10年中，纽约州儿童意
外伤害的死亡率下降了29％。

诚然，痛失子女的家长作为
“受害者”，应该得到政府和社会
的关心和帮助，但与此同时，作
为悲剧的直接侵权行为人，“马
大哈”父母必须为自己的过失行
为付出代价。让“马大哈”父母
负刑责，看似无情却有情。正如
华东政法大学姚建龙教授所言，

“父母法律责任越小，孩子越危
险。做父母太安全了，孩子们就
难 免 遭 殃 。” 只 有 厘 清 法 律 责
任，才能形成倒逼力量，促使广
大家长重视监护职责，呵护孩子
安全。

让“马大哈”父母负刑责
是种倒逼

据3月2日《中山日报》报
道：3 月 1 日，广东中山市第二
人民法院通报了一起劳动合同纠
纷案：中山某电器公司王某伪造
本科学历和相关任职经历，成功
获任项目主管后其项目一直处于
停滞状态，企业损失严重；发现
真相的公司将已离职的王某告上
法庭并索赔 366558 元。遗憾的
是该企业因超过仲裁时效而被驳
回诉求。

企业百计欲求才，
南郭先生凑上来。
伪造学历吹经验，
接手项目塌了台。

纸上辨才实不该，
吸引教训赶紧改。
造假应聘涉欺诈，
迟早会把跟头栽。

郑晓华 文 何影 绘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3 月 2 日 《中国青年
报》报道：西安市民黄先生的
车刚领到“绿标”，就被检出

“尾气超标”，他被处以 200元
罚款。西安市环保局高陵分局
回应称罚错了，一位负责人解
释，“上面给压任务呢！特别
是现在雾霾天气这么严重！”

点评：要更好治霾，加大汽车尾气的检测力度确有必要，但尾
气检测造假之“霾”不除，为了罚款而罚款，再多的处罚也不过是
掩盖和拖延问题，与大气污染防治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

@极地大乱斗：伪治理。
@HiGOOG：估计又是临时工干的。

据 3月 2日《重庆晨报》
报道：近日，济南开始推行“养
犬计分制”。市民在养狗过程中，
有扰民等违规行为，犬主的养犬
登记证就会被扣分，总分12分，
全部扣完后，犬主需要“补考”文
明养犬相关法规，合格后才能取
回犬只和养犬登记证。

点评：所有“狗的问题”，其实是人的问题；管住了乱养狗的
人，狗扰民、伤人的问题也就管住了。当然，除了这样的“扣分约
束”，也要加强引导，提高市民文明养犬的意识，养成好的习惯。

@咳咳：如何执法呢？
@艾什凯勒湖：狗叫几声的话，如何判断是否扰民？

据 3月 2日《广州日报》
报道： 根 据 公 开 报 道 ， 从
2016 年 开 始 ， 仅 半 年 时 间 ，
因为网络直播打赏而涉及的盗
窃、诈骗、挪用公款案件或未
成年人趁家长不注意打赏网络
主 播 引 发 的 纠 纷 已 出 现 28
次，涉及金额890余万元。

点评：未成年人巨额打赏，很大原因在于父母疏于教导，但也
和一些主播的“诱导”不无关系。除了父母加强防范意识，尽到监
管责任外，直播平台应及时介入，规范主播行为。

@谢谢大叔：父母先管好自己手机。
@我很不乐意：虽然是主动打赏，但退款机制也要建好。

据 3月 2日《新文化报》
报道：2月27日，不知是谁在
长春南湖大桥南侧桥体画了一
幅“美女出浴图”。当天下
午，该涂鸦被部分清理并覆
盖。南湖公园工作人员表示：

“涂鸦本身是一种个人行为，
在公共场所做出这样的行为，
不符合我们公园规定”。

点评：“美女出浴”没有问题，关键是放在什么地方，如果是
家里的浴室或者艺术场馆里，不存在什么不好的影响。但画在大桥
上，难免有伤风化，至少对小孩子不好。不过，话说回来，一些公
共设施的外观确实太难看了，应该美化一下。

@耦合度：城市多一些健康的涂鸦，感觉更有文化。
@欢乐分裂：很多城市就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没有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