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6日 星期四
责编/胡晓新 顾华达

美编/曹优静 照排/章译文
时评 A04

图说世相

街谈巷议

三江热议

投
稿
邮
箱nbwbplpl@ 163 .com

切实解决问题
才是服务的根本
胡艺

市长热线本是服务百姓暖人心，如今却让百姓寒了心。近日，多
名上饶市民在中国江西网《问政江西》栏目反映，上饶市长热线12345
常年“打不通”。记者也多次尝试拨打，始终未能接通。对此，上饶市
长热线办工作人员回应称，进一步完善市长热线呼叫接听系统，从系
统上实现回拨未接通电话功能，尽可能多地受理市民来电诉求。

12月5日《信息日报》

市长热线电话为何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 对此，热线办工作
人员回应称，目前话务员有限，受人员、资金所限，目前只开通了一部
电话，只能一对一拨打。对于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地级市来说，向
市长热线寻求公共服务的人自然不少，然而，市长热线竟然只安排一
部电话，一名话务员接听，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

正如有市民所言，“市长热线开通的目的，也是为给百姓和政府搭
建沟通的渠道，现在却形同虚设。既然拨不通，为什么又要设一个热
线当摆设？”如果不是媒体曝光，“话务员全忙”的市长热线还要忽悠多
少善良的人们？

既然市长热线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就应该提高接通效率，给民众
咨询、投诉行个方便。热线电话虽然只是政府工作的一个环节，但市长
热线“全忙”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出政府的工作效率与公信形象。

媒体曝光此事以后，一段时间内上饶市市长热线电话接通率和接
听质量或许会有所提高。但是要树立政府公信形象，恐怕不是这么简
单。政府公布几个热线电话号码不难，难的是如何提供良好的热线电
话后续服务，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靠媒体曝光倒逼出来的热
线电话接通率又有多长的保质期呢？“媒体曝光，情况改观，事后反弹”
的例子太多了。

因此，对市长热线“全忙”的怪现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媒体曝光、
舆论批评、被动整改。提高热线电话接通率，方便民众咨询、投诉，只
是服务的底线。进一步说，政府热线电话不仅要方便民众打通，给民
众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还要切实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因此，还必须
建立长效机制，给有关部门与责任人套上制度紧箍咒，对怠慢工作、冷
落民众者严肃问责。

不仅是市长热线要提供优质服务，各级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
都应明确责任，提高效能，真诚服务民众，并依法依规让怠慢民众、忽
悠民众的人员付出代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提高人民公仆的服务与
危机意识，避免热线“全忙”的怪现象，真正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整治“拒收现金”
不等于否定“非现金”支付

今年7月至12月是人民银行整治拒收现金工作的集中整治期，自该工
作开展以来，全国共处理拒收现金行为602起，其中盒马鲜生被点名。经约
谈、政策宣传和批评教育，558起已全部整改到位，44起正在处理过程中。整
治焦点集中在政务和公共服务、水电煤缴费、新零售、交通类、餐饮业、景区等
人口密集和涉外场所。 12月5日《人民日报》

必须正视的是，整治拒收现金，不等于否定“非现金”支付。关键是，应将
选择支付方式的权利交给消费者。既然目前中国并非是“无现金社会”，就应
该严格遵守相关法规，不能拒收现金。可以预料，在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多种支付结算方式将共同存在。一方面，要肯定“非现金”支付的意义，加
强对各类支付结算方式的宣传推广，让更多公众了解各种“非现金”支付结算
方式的特点；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公众支付结算习惯，包括使用现金支付的
习惯，由公众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支付结算方式。 张西流

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
还需革新应试教育

报载，上周召开的重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
市全民健身条例》，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学校应当
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开设体育课，配齐合格的体育教师，并要求学生在校每天
锻炼一小时以上。 12月5日《重庆晨报》

在保障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与应试教育“唯分是举”进行博弈时，
学校、老师、学生和家长往往只能选择后者。因为在应试教育指挥棒下，体育
也被“应试”了。许多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学生没有时
间进行体育锻炼；有的学校虽安排了体育课，真正到了上体育课时，不是“放
羊”由学生自由安排，就是被其他文化课挤占了，体育课成了摆设。特别是有
的学校校长出于学生安全考虑，宁愿“圈养”学生，也不愿放任学生参加体育
锻炼。只有逐步改革应试教育体制，把学生从“拼分数”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引导他们重视并参加体育锻炼，才能保障中小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落实到
位。 吕好玫

乐清“失踪”男孩真相
让人愤恨但不必悲观
王军荣

这些天里，整个温州，甚至整个浙江都在为温州乐清黄政豪这个
孩子揪心，祈祷孩子平安归来。12月5日凌晨1点50分，传来了好消
息，黄政豪找到了！平安！不过，警方初步查明，此“失联”事件是该男
孩的某家属故意制造的虚假警情。事件原因、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
查中，公安机关将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处理，并及时公布进展情
况。 12月5日《钱江晚报》

一个孩子的走失，牵动了太多人的心，既有警方和众多志愿者不
辞辛苦的查找，又有网友朋友圈的转发和关注，现在孩子找到了，本该
是让人欣喜的事，可孩子所谓的“走失”却是假的，是孩子的某家属故
意制造的虚假警情，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网友再次将此事和“狼来了”
联系起来，认为此事消费了社会的爱心，让社会诚信再次受到了动
摇，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不必过于悲观，相信社会的爱心不
会被丢弃。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故意制造的虚假警情让人觉得不堪，等到
警方调查清楚之后，相信会依法作出处罚。对此，我们不必怀疑。对
违法违规者的惩罚是对社会爱心的最好回报。

毫无疑问，在这次寻找“走失”孩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社会的爱
心并没有被丢弃，毕竟之前也发生过多次爱心被消费事件，但事实上
也证明了爱心从来都没有消失。其实，在这起事件中，孩子的家庭成
员都是受害者。孩子很无辜，被自己的家人当作“消费工具”；孩子的
父亲很可怜，为了找孩子几天没合眼，心力交瘁；即便是将孩子当作工
具的“家人”，同样也好不了，现在更是受到舆论谴责，以后的生活也会
受到极大的影响。

乐清“失踪”男孩真相让人愤恨，这愤恨也掩盖了“找到人”的欣
喜。但我们不必对此感到悲观，一方面，一些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做事
不计后果，这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消费爱心的事也不会从此断
绝，类似乐清“失踪”男孩之类的事件也不会是最后一起。但是，只要
我们心存善念，该帮忙的还是要伸出热情之手，相信爱心永远不会消
失；同时，也不要灰心，世上还是好人多。

前不久，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党员干部不作为、慢
作为的典型案例。经查，2007年8月，湘东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发放林地确
权登记证时，将该区排上镇东村村民陈学治三兄弟的名字误登。2016年5
月，陈学治发现错误后，多次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更正。该中心接到问
题反映后，主任肖宇对此既没有及时答复也没有想办法解决，造成群众办事
来回跑。2018年7月26日，肖宇等人受到相应处分。

12月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跑41趟改不回3个名字

一句话点评：“跑41趟改不回3个名字”事件的责任人被通报处分那是
“必须的”，但许多地方推销电话已经嚣张了N年、百姓投诉了N次，至今仍
未解决，这事咋整？ 陶小莫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