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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更多的宁海式“零跑腿”
胡晓新

经过一个多月的试运行，4月1日，宁海在全省
率先实施“亲人身后事，一次也不跑”。该县居民
如果有亲人去世，只要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一
个电话，就能不出家门完成去世亲人的死亡证明、
户口注销、殡葬火化以及待遇取消等一系列身后
事。这是该县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又一举
措。

从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成为今年全国两
会的热门话题，再到宁海在全省率先实施亲人身
后事“零跑腿”，一方面说明这一改革已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全国、全省和全市
范围内，这一领域的改革空间和潜力依然很大，不
但应该再“多来几打”，还应该“快马加鞭”。

在过去，“最多跑一次”以及“零跑腿”之所以
难以推进，除了技术瓶颈，更有观念更新带来作风
转变，流程再造带来利益调整，以及部门、地区各
自为政等问题。现在技术瓶颈已基本突破，但其

他方面的深化改革还需要智慧以及足够的“绣花
功夫”。宁海根据裁减事项需要专门创设了独立
于各部门的“审批法庭”，依法对相关事项进行规
范化“瘦身”的做法，有效地破除了更多更快地推
出“最多跑一次”以及“零跑腿”举措的体制机制障
碍，更好地满足了百姓的期盼。

改革永远在路上。尽管浙江全省“最多跑一
次”改革，通过第三方评估，实现率达87.9%，群众
满意率达94.7%，但剩余的“不足”部分，几乎都是

“硬骨头”。就算是一些常规项目，与百姓的期盼
也仍有差距。

拿目前的公积金提取手续来说，除了身份证，
办理人还需携带购房合同或房产证、贷款合同、最
近一年银行还贷明细等证明材料，这些“必备材
料”只要少了一份，“最多跑一次”就变成了“至少
跑两次”。而这些材料，在房管、银行等部门的数
据库里应有尽有，就因为部门间数据互不相通，至

今仍需办理人“自跑”“自带”。
可以说，目前众多涉及百姓的事项，离“一张

身份证”“一个电话”“一张网”搞定仍有差距。因
此，宁海的“零跑腿”改革更彰显了锐气、勇气、担
当和为民服务的情怀，值得一些部门与地区尽快

“对标”。
那么，数据和干部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或不跑

腿之后，相关工作人员“累”吗？答案或许出人意
料。宁海第二医院的防保医生王桂娟说，她已上
门为百姓办理身后事近200次，所到之处都被奉为

“上宾”，虽然工作量和以前比加大了许多，但由于
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工作上有种强烈的获得感和
成就感，也就不觉得累了。

更何况，让群众满意本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
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

甘肃折达二级公路连接临夏州折桥镇
和兰州市达川镇，全长77公里，估算投
资15.7亿元。日前，有媒体报道，折达公
路考勒隧道内原设计中“双层钢筋”，施
工后变成了“单层钢筋”。相关部门曾要
求对该隧道封路进行加固整修，但经调
查，该隧道“整改”措施只是刷了涂料。
4月2日上午甘肃省召开政府常务会，会上
责成交通运输厅对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立即
进行全面整治，另外，启动问责程序，重点
查处违纪。 （4月2日《法制晚报》）

折达公路考勒隧道所在的东乡县是国
家级贫困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群众出门
只能爬山或者坐渡船。折达公路不仅能够
解决当地群众出行的问题，也为当地的经
济、社会发展和脱贫带来了希望。可以说，
这条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扶贫路”。

甘肃省在媒体曝光问题后启动问责程
序，并表态要“重点查处违纪”，找准了“扶
贫路”质量问题的七寸。折达公路考勒隧
道问题是质量问题，更是作风问题。在最
初施工时，施工单位不按设计施工，将双层
钢筋改为单层钢筋，竟能顺利通过验收关，
竟能顺利“竣工”，对道路工程质量负有监管
责任的交通等部门把关不严，存有作风问
题；在整改过程中，整改责任单位刷涂料敷
衍了事，甘肃省公路局专项联合调查组以为

“人家说整改好了”就是“整改好了”，“没顾
得上去看”，表示“无能为力”，履职不到位，
存有作风问题；面对举报、面对媒体的监督，
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依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无视信访规矩，无视自身职责，把记者支来
支去，推诿扯皮，也是作风问题。显然，折达
公路考勒隧道问题的诸多环节都关联着作
风问题，也正是作风路上的“偷工减料”，为
折达公路的偷工减料创造了“宽松”的环
境，打好了“地基”。

作风路上的“偷工减料”是根源问题，
危害比实质道路的偷工减料更严重，也更
应该得到整治。道路建设从设计、施工、监
理、验收，有一套质量管理程序，各环节理
应环环相扣，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
监督。退一步讲，即便到了问题暴露之后
的整改阶段、信访阶段，也有明确的责
任、标准、要求和规矩。可是，从前至
后，很多责任都失守了，很多规矩都被突
破了，直到央视这样的媒体报道之后才引
发了系统性的反思和整治，才让迟来的责
任归了位。

作风建设是系统工程，是长期工程，要
整治作风路上的“偷工减料”，就必须健全
日常的监督机制，扎紧制度篱笆，堵住监督
漏洞，筑牢薄弱环节，强化监督措施和考核
措施，让各种责任在日常按照法定规矩和
纪律规矩高效运转起来。

东阿县多家阿胶厂家用牛皮边角料甚至骡
马皮做原料来做阿胶，更有“太太制药”等知名企
业委托当地厂家加工劣质阿胶糕。由于我国对
阿胶食品并没有阿胶含量的规定标准，最终这些
假冒劣质的阿胶糕，在厂家自制“检验合格”报告
掩护下，堂而皇之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市场。

（4月2日《新京报》）

“驴唇不对马嘴”，这句俗语用在假阿胶身上
正合适。因为正宗阿胶的原料是驴皮，而假阿胶
的原料主要是牛皮、骡皮、马皮。

其实，假阿胶并不是在近年才出现，而是已
经横行了几十年。1996 年，央视就曝光过假阿
胶事件，2010年，央视再度曝光山东东阿县假阿
胶事件，差不多每隔几年各地媒体就会有假阿胶
事件的报道。毫无疑问，正规阿胶企业生产销售
假阿胶，不仅坑害了消费者，而且损害了整个阿
胶行业的声誉和形象，影响了消费者对市场上销
售的阿胶的信心和信任，不利于阿胶产业的健康
良性发展。

假阿胶横行几十年，直接原因就是阿胶产业
的暴利，牛皮、马皮的价格仅为驴皮价格的一
半。从深层次角度说，假阿胶横行几十年，反映
了市场需求与阿胶原料不足之间的供需矛盾。
近年来，随着养生行业的发展和人们对健康的日
益重视，人们愿意花钱购买阿胶等滋补产品，使
得市场对阿胶的需求量越来越旺盛。但驴皮原
料来源不足，成为制约正宗阿胶产能和阿胶产业
发展的瓶颈。有数据显示，市场上能够收购到的
驴皮数量，仅仅是东阿阿胶全部产能的1/4。驴
皮供不应求的格局，反过来又推动了驴皮价格水
涨船高，增加了阿胶的生产成本。

再者，对于东阿县而言，阿胶产业是其支柱
产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东阿县
共有药品阿胶（OTC）生产企业2家，阿胶类保健
食品生产企业20家，阿胶类普通食品生产企业
100 家，生产经营企业从业人员达 1.2 万余人。
2016年阿胶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0.58亿元，
利税35.4亿元。这造成当地对假阿胶缺乏强硬、
有效的监管，甚至不排除为假阿胶充当保护伞的
可能，使得假阿胶从东阿走向全国。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净化阿胶市场，必须
清除假阿胶。首先，产地监管部门要负起属地管
理责任，加强对阿胶生产源头的监管，加大对生
产假阿胶的处罚力度，确保阿胶企业不生产、不敢
生产假阿胶。其次，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
市场上销售的阿胶的抽检力度，及时下架假阿胶，
依法处罚销售假阿胶的商家。再者，推动养殖业
结构调整，增加毛驴的存栏量、出栏量，满足阿胶产
业对驴皮的需求，缓解驴皮供不应求的矛盾。

有读者反映，青岛-
长沙南G290次、济南-
龙口D6031次列车餐车
设消费专座，乘客需花
高价喝茶才能入座。记
者暗访发现，这些茶叶
还涉嫌标注虚假生产商
和电话。

（4月2日澎湃新闻）

高铁卖茶也要遵循
市场规律，不能卖天价
茶，更不能卖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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