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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保洁“以克论净”
是另一种“数苍蝇”
何勇海

2月8日，《西安市城市道路“以克论净 深度保洁”作业标准（试
行）》发布，明确了城市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标准等。标准提到，西安
市钟鼓楼广场、东南西北大街、省委周边道路、大雁塔广场和周边道
路等重点区域地面尘土，人工清扫每平方米不超过5克，垃圾路面滞
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上述重点地区按三班制作业，每2750平方米
配备一名保洁员。

2月9日《华商报》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以克论净”是宁夏中卫于2012年

首创的城市道路保洁模式。据说最初标准是25克，2013年相继提高
至15克、5克。而考核方法是用毛刷刷浮尘，在天平、电子秤上进行
称重。如今，西安推行这种深度保洁模式，能否取得中卫那样的所
谓美好效果，尚需时间来真检验。

首先要承认，城市道路环境卫生考核，应该出台可以量化的具
体标准，以摒弃粗放式管理，告别“差不多就行”思维，告别仅凭眼
看、手摸、嘴吹等观感来打打“印象分”等主观性较强、客观性较差的
做法，这样才能强化责任和监管，使城市环境卫生得到极大改善，甚
至实现质的飞跃。

然而，考核标准中的数据指标不宜太苛刻与理想化，一旦难以
执行就会显得华而不实，与用苍蝇数量来衡量城市公厕卫生程度一
样可笑。正如有网友质疑的，“以克论净”设定5克的数量，科学依据
是什么？即使设置了指标区间，量化虽容易，执行也会很难——要
不要投入一些人力物力，经常跟在环卫工人身后收集浮尘，然后在
天平、电子秤上进行称重？事实上，每平方米内收集到10克－20克
浮尘的道路，其卫生状况未必就比每平方米浮尘没超过5克的道路
差许多，与其非要吹毛求疵以5克为标准，还不如听听环卫工和市民
的意见，设置一个合理且可操作的标准。

据说在一些城市，“以克论净”针对的是机械化清扫，不是人工
清扫。那些城市不断提高道路的机械化清扫率，是实行“以克论净”
的基础和保障。这无疑要比西安针对人工清扫推行“以克论净”科
学得多。因此，要让“以克论净”成为现实并取得良好效果，需要不
断提高机械化清扫率，而非一味给环卫工的人工劳动增加强度。

要让“以克论净”成为现实且效果显著，不光要进行环卫工作制
度的创新、严格标准的制定和长效机制的建立，还要多方协作，从源
头防治工地扬尘、渣土抛洒、垃圾乱倒等行为。物有本末，事有终
始，单纯用严苛的“以克论净”考核环卫工人，是有失公允的。

“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份子钱”
“‘整酒风’变成了‘整酒疯’，人情债成了还不起的债”……记者近日
在重庆、湖南等地采访了解到，当前，“无事酒”盛行已成为部分地区
基层群众难以承受之重。为了刹住这股歪风邪气，不少地方政府出
台“治酒令”。 2月9日《人民日报》

部分地方除传统的婚丧嫁娶外，“整酒”名目越来越多，迁新居、
考大学、过生日都是一些群众整酒的由头，甚至怀孕整“保胎酒”、出
狱整“洗心革面酒”。“整酒”花样层出不穷，不仅成为贫困地区群众
脱贫致富的“绊脚石”，也冲击了乡村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恶化了
社会风气。各地出台相关政策，狠刹“整酒风”正逢其时。

不过，治理“无事酒”还需讲究方式方法，切忌“好心办坏事”。
有的地方规定，复婚不准操办酒席、群众操办婚嫁酒须填写申报表
等。这样模糊了“公私”界限，侵犯了群众置办酒席的正当权利，难
免遭到公众质疑。但是，如果各地以“红头文件”规范党员干部“关
键少数”，引领社会群众“最大多数”，却能赢得公众好评。要知道，
风成于上，俗化于下，党员干部等公职人员做好带头示范，定能达到
民风好转的预期效果。

党员干部戴“紧箍咒”，普通群众也不能“放任自由”。虽然政府
不宜强行干涉群众私事，但是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可以规范与引
导群众移风易俗。比如，宁乡县大成桥村在倡导从新从简办理红白
喜事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村民办红喜事，理事会送窗花剪纸、对
联、自制花盆等”“村民办白事统一送慰问金200元、送挽联、花圈、鞭
炮等，村干部不另送礼”。干部和群众各自照章办事，相信百姓迟早
会走出人情债的泥潭。

还应看到“无事酒”盛行也是“精神贫困”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
当中既有少数干部群众图虚荣、好面子的因素，也有精神空虚、价值
迷失等问题。因此，治理“无事酒”要硬约束也要软引导，让“治酒
令”、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等举措齐上阵掀起少办酒席，节俭操办
的新风尚。

治理“无事酒”
要硬约束也要软引导
范佳富

连日来，随着一大波帅哥美女在
各大院校扎堆，艺考又成一年一度的
围观话题。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随
着艺考热不断升温，靠此吸金受贿获
刑的案例不断曝光，揭开了不少艺考
潜规则。去年，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
院原院长孟新洋受贿案宣判，2008至
2014年，孟新洋共帮助13位考生通
过音乐学院专业考试，累计受贿123
万元。 2月9日《法制晚报》

明白人都知道，凡是官场滋生腐
败之际，必定是全社会盛行潜规则之
时。这股污浊祸水，流淌到各行各
业，甚至渗进了许多向来被看作是清
净之境、斯文之地的领域，譬如高等
院校的招生环节，尤其是艺术院校的
招生考试工作。有道是：艺考流行潜
规则，权钱交易捂暗盒；堂堂院长收
贿赂，辱没道德丢人格。

吴之如 文/画

家住上海的13岁女孩小苏以学习
为由，用妈妈手机偷偷打赏男主播，两
个月花了25万元。据悉，小苏与该男
主播系“师徒关系”，该主播当面索要
打赏。从聊天记录来看，该主播经常
让小苏“补刀”自己的新歌，即要求给
自己发“K币”，甚至一次开口要两万。
警方称，小苏是主动送礼物给男主播，
期间并未发生任何诈骗行为，所以公
安机关并未受理此案。

2月9日央视网

两个月花费25万元给主播打赏，
真可谓是天价消费。虽然警方认为期
间未发生任何诈骗行为，因而未受理
该案，但由于打赏者系未成年人，因此
其监护人仍然有通过法律途径索回该
天价打赏的可能。但有必要看到，全
面保护未成年人，避免其身陷网络难
以自拔，网络直播平台也有不可推卸
的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10 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
民事活动。其他活动由其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者应征得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否则其法定代理人即监护人可以拒绝
追认该行为，而使其归于无效。实践
中，判断某个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
等相适应，应综合其意思表达能力、认
知能力、预见能力及是否与其日常学
习生活息息相关等几个因素来判定。
譬如，13岁学生购买图书、文具等学习
用品，订购生日蛋糕参加同学生日聚
会等，就应认可该行为。但假如其购
买摩托车，就显然与其日常生活学习
关联不大，应属无效行为。

具体到 13 岁少女两个月花费 25
万元打赏主播事件上。虽然其偷偷用
母亲手机并通过腾讯《全民K歌》APP

购买大量“K币”打赏主播，说明其监护
人有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应承担相应
责任。但并不能否定直播平台及主播
的责任，根据有关规定，直播平台应该
对用户进行实名认证。13岁少女可以
用其母亲的手机号打赏主播，说明实
名制并未严格落实，而是可以利用“马
甲”瞒天过海。此外，主播在与该女生
互动时，应该认识到其并未成年，不该
以诱导等形式要求其不断打赏，尤其
是看到巨额打赏时，更应有所警惕，而
非居心不良，继续谋取不义之财。

简而言之，主播获取的该女生的
天价打赏并非可以心安理得地据为己
有，而应根据该女生监护人的要求予
以返还。同时，网络直播平台也要完
善管理体系，避免未成年人深陷其中，
受到无良主播的哄骗。根据《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网络游
戏服务提供者应采取技术措施，限制
未成年人连续使用游戏时间和单日累
计时间。而网络直播虽然不是网络游
戏，但也属娱乐范畴，极易导致身心发
育尚未成熟，是非判断能力较差的未
成年人沉迷其中。因此，势必要求网
络直播服务提供者尽到监管职责，充
分利用技术手段，保护未成年人免受
侵害。

具体而言，一是应同时采取多种
技术措施，实现共同发力，如采取实名
制注册并仅限本人使用，每隔三十分
钟或一个小时采取视频方式验证使用
人，防止假冒他人名义或一人使用多
个账号的规避手段。二是强化对打赏
资金的监管，对每日打赏超过一定金
额或者累计超过一定金额的，应再次
确认身份并设置多重验证。只有这
样，才能避免13岁少女两月打赏25万
元的闹剧重演，让未成年人有一个绿
色、健康、有序的网络环境。

少女重金打赏主播
不能忽视平台责任
史洪举

艺考流行潜规则
辱没道德丢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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