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12日 星期四 广告
责编/胡晓新 郑娅敏

美编/曹优静 照排/汪金莲
时评 A07

“僵尸APP”
新病背后是旧伤

张淳艺

“才整顿‘僵尸网站’，又来了APP、公众号。”半月谈记者最近
采访发现，近两年政务类APP、微信公众号兴起，各地区、各部门
竞相推出自己的APP、公众号，有的县官方APP、公众号就有好多
个。记者添加西部某地宣传部门主管的公众号发现，很多文章浏
览量只有两位数。该地宣传部门一位负责外宣工作的干部说，

“管他浏览量多少，领导看到就行”。 10月11日《半月谈》

政府“僵尸网站”一度为社会诟病，近两年相关部门加大了
对其检查、通报和整顿力度，相关问题得到有效遏制。然而，前
脚走了“僵尸网站”，后脚来了“僵尸 APP”。一些地方和部门建
立的APP、公众号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推广，平时很少有人使用和
关注，不仅浪费了财政资金，还增加了基层干部负担，引发群众
不满。

“僵尸 APP”虽然是新问题，背后却暴露出一些老毛病，和
“僵尸网站”有着相同的病根。首先是形式主义。一些地方和部
门推出 APP、公众号，很大程度上只是跟风随大流，将其当作政
绩工程和面子工程。有的地方和部门初衷就不是加强信息公
开，方便群众办事，而是追求上级领导的赞许。为了换取更多的
下载量、关注数，不惜动用红头文件要求基层下载、点赞、转发，
甚至通过网络渠道购买数据造假，严重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信
力形象。

其次是各自为战。和前些年的“僵尸网站”一样，如今的
APP、公众号同样面临各自为战、闭门造车的问题。许多部门都
有一个或多个APP、公众号，普遍存在“重建轻管”现象。一些部
门职责比较单一，信息相对较少，又没有专人负责维护，导致公众
号更新迟缓，内容匮乏，缺乏吸引力。同时，一些公众号、APP实
用价值不高，相关功能与商业APP重叠，甚至是为某个单项活动
设置，群众对此颇多怨言。

利用APP、公众号等现代信息手段加强政务传播，方便群众
办事，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也符合社会趋势和民生诉求。但好事
必须办好，不能沦为一阵风、一场秀。政府APP、公众号建设不能
重蹈“僵尸网站”覆辙，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当下，各地
各部门应加强统筹规划，按照“一盘棋”理念做好APP、公众号的
资源整合，变“各自为战”为“集团作战”。同时，科学制定考核制
度，不能只看下载量、关注数、阅读量，而是要引入民意监督机制，
听听群众的感受和评价。

“老而不衰”
应成重点努力方向

罗志华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世界抗衰老生物医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世界抗衰老
论坛10日在北京举行。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由衰老导致的慢性病已成为
当代医学面临的新课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标准，我国60岁以上老
年人口中身体健康的比例只有43%左右，而青壮年人口中亚健康普遍存
在。 10月11日央视网

去年11月，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在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透露，我
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6.3岁，总体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此外，北
京市疾控中心的一份研究显示，北京市人均期望寿命已达81.35岁，与西方
发达国家基本持平，但健康寿命却远低于这些国家。也就是说，国人“活得
久”已不成问题，但是否“活得好”，仍是个大问题。

不仅如此，在老年人生存质量不高的同时，年轻人也呈现出未老先衰的
趋势。一份关于全球188个国家301种急慢性疾病和伤害的最新研究报告
显示，由于非致死性疾病患病率和伤害发生率下降速度低于死亡率下降速
度，我国居民处于带病生存状态的时间更长。腰痛、颈痛、糖尿病、抑郁症等
疾病是国人带病生存的主要原因。这说明，老年人身体健康的比例不高，与
年轻人的未老先衰之间，存在着内在因果关系。

出现如此反差，首先与生命和健康观念存在差别有关。对于老年人而
言，“好死不如赖活”是很多人的想法，“活着就算治疗成功”的思想也广泛存
在，这样的观念和做法，不仅影响着就诊习惯，也最终决定了生命质量。有
调查显示，国人看病的钱多数花在临死前的治疗上，这说明，健康投入太靠
后，预防和早期治疗做得不够，是国人长寿但不健康的一大原因。

但最根本的原因，也许不在医疗方面，而在生活方式上。年轻时不惜损
害健康去赚钱、去娱乐，而等到老了，方知健康可贵，又想花钱买回健康，此
做法几乎成了“人生常态”。可问题是，健康一旦失去，再也难以挽回。此
外，久坐、缺乏锻炼、烟酒过度、饮食和睡眠不规律等，这些有损健康的生活
方式也很常见，同样对健康和生存质量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不良的生活习惯是造成国人长寿但不健康的主要原因，这为我们提高生
存质量指明了方向，说明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去除不良习惯，则“活得久”和“活
得好”完全可以兼得。因此，在生命长度有保障的同时，让生命更有质量，使更
多人能够“老而不衰”，应成为相关部门和每个人下一步重点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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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餐厅的碗给孩子接尿
不懂“言传身教”

前溪

北京丰台区一家餐厅内，一位妈妈竟然用餐厅的碗给孩子接
尿，而且还把尿倒进盛食物的碗里。被人发现后，这名女子辩称

“反正碗都是要洗的”。事后，餐厅的工作人员表示，十几年来还
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其实餐厅每一层都有洗手间，那位妈妈
使用过的全部餐具已被销毁。

10月11日《看看新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孩子就像是
一张白纸，父母要想教育出一个好孩子，自己必须要成为好妈妈
好爸爸。这边教育孩子要文明，那边却是用餐厅的碗给孩子接
尿，人格分裂的教育行为只会让孩子陷入迷茫，最终变成了“熊孩
子”。很多父母在孩子变坏之后，总在寻思孩子为何会变坏，找了
许多原因，却总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做父母的一定要有“言传身教”的意识，自己的行为直接影响
着孩子。教育孩子讲文明，绝对不应该用餐厅的碗给孩子接尿，
孩子虽然小，但这样的行为却会根植于孩子的意识之中，挥之不
去。这样的行为实在缺公德，面对指责，却仍然不思悔改，更让人
难以接受。

父母可以没有高学历，可以没有高深的学问，也不需要赚很
多钱，但应该懂得和睦，应该懂得尊重别人，应该懂得遵守规则。
孩子看在眼中记在心中，也会变成好孩子，毫不客气地说，一个

“熊孩子”的背后必定有一个“熊妈妈”或“熊爸爸”。

近日，云南迪庆“火流星”空爆事件引发多方讨论和关注。10月10日下
午，云南网注意到，一家店铺在网购平台公开出售“香格里拉陨石”。 11日，
专家向云南网证实，网上所售的陨石为假货。目前，云南省工商局已经关注
此事，淘宝网也正在调查核实。 10月11日云南网

商家此举既违诚信，也为法律所不容，结果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 陶小莫 绘

“香格里拉陨石”被网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