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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在江北，市民办理国有土地划拨转国有土地出
让手续需要两头跑。很多市民因为不清楚办理流
程，直接到江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在这里他
们被告知，需要先去江北区行政服务中心缴纳出让
金，再返回江北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办证。这就意味
着，市民至少要跑两趟，多数要跑3趟才能办完手
续。（5月29日《宁波日报》）

按照江北区审管办副主任戴萍的解释，江北区
不动产办理点和行政服务中心被安排在两个地方，
老百姓在补办出让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两头跑的问
题，在明年3月底新的行政服务中心建成之前，职能
部门需要“尽力做好解释工作”。换句话说，在接下
来的将近一年时间里，“最多跑一次”在这里是行不
通的，江北区老百姓还是需要跑两次甚至多次，才
能办好证。

江北区老百姓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的解释。就在
5 月份，奉化区在全省率先推行不动产网上联动办

理“一路通”模式。该模式以整体政务为架构，打破
了审批部门与公用事业部门之间的界限，不动产登
记一个窗口就可完成不动产交易、契税缴纳、产权
登记等事项，无须另外再跑窗口及部门。

江北区难以办到的事情，奉化区却能够办到，
事实证明，“最多跑一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对此，浙江经视副总监舒中胜一针见血地指
出：临时场地受限是我们不把服务做好的理由吗？
是我们不把改革引向深入的借口吗？这些服务是打
了折的。一些公共事业部门的姿态不够亲民，还有

“衙门作风”，一定要改掉。
“最多跑一次”是我省最先提出的重要的改革

举措，作为典型经验已经在全国推广。“最多跑一
次”是深化改革的需要，是民生的需要。在推广过程
中，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完善。

但是，确实还有少数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对
“最多跑一次”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产生了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的消极思想，客观上以条件不具备作为借

口，主观上不思进取，缺乏主动和热情，喜欢千方百
计找借口规避自己的责任，使“最多跑一次”在实际
推广过程中走了样，变了味，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
懒政思想和不作为。

工作找借口，服务打折扣，看起来既没有吃拿卡
要，也没有给人脸色看，好像找不出什么大的过错。
但是，公事公办的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糊弄老百
姓的花拳绣腿，暴露的是服务群众意识淡薄的弊端，
一句话，是工作执行力差的现实表现。这种缺乏担当
的工作作风，影响机关的办事效能，让前来办事的群
众无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损害了他们的切
身利益，还直接影响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如果心里真正想着群众，就必须牢固树立以民
为本、执政为民理念，场地不够想办法克服，人手不
足自我分担，千方百计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
给老百姓，那么，“最多跑一次”就能转化为自我加
压、自我革命的内在动力，就不该有迈不过去的坎。

郑建钢

29日，上海宣布，在教育、医疗、训练救助等与
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开展入职审查时，将对拟录
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违法犯罪记录情况进行强
制查询，一旦发现有相关记录，将不予录用。这也是
全国首个省级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
度。（5月30日中国之声）

涉及未成年人的从业限制其实并非新规定。
《教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
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
师资格。再如，《刑法修正案(九)》第37条也有职业禁
止规定。

2017年，上海闵行区9部门会签《关于限制涉性
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2018 年上海
长宁区等 8 家单位会签《关于在未成年人教育培训
和看护行业建立入职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的意见
（试行）》。相比法律规定，这些办法的从业限制范围
更宽更精准，保护面更大。

而上海16家单位此次会签并出台《关于建立涉
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制度的意见》，显然
是在上述两区实践基础上推出的新制度。相比而
言，不仅参与会签的单位更多，而且制度更加完善，
并从区级制度升级为省级制度，这意味着全上海将
实施涉性侵人员从业限制。

也就是说，从业限制制度在上海实现了“扩围”
与“升级”。“扩围”既体现在从业限制范围，也体现
在实施区域。“升级”意味着这类制度内容更健全、
级别更权威。显然，这种“扩围”、“升级”是必要的，
因为未成年人遭遇性侵害事件频发高发，急需更严
密的制度来保护。

接下来需要做的工作是，首先，做好这一制度
的解释工作。即不是歧视有性侵害犯罪前科的人
员，而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希望有关人员

及家属充分理解。其次，应建立上海性犯罪人员管
控数据库，方便有关单位及时查询。其三，用工单位
比较分散，应做好监督工作。

而笔者更关心的问题是，上海这一从业限制制
度能否升级为国家制度？即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借鉴
上海经验，共同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
制制度，让全国未成年人都能得到更好的制度保护。

据最高检透露，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
库和入职查询制度已被最高检列入五年改革规划。
这一制度值得期待。但是，仅靠检察机关一家或者
只靠这种单一制度效果很有限，有必要国家相关部
门联手建立从业限制制度和协作机制——这是送
给未成年人最好的礼物之一。

此次上海出台涉性侵人员从业限制制度，是送
给上海小朋友的六一节“礼物”。希望明年六一节前
夕，其他地方或者国家层面，也能给孩子送来类似
节日“礼物”。 张海英

“从业限制精准扩围”能否上升为国家制度

■热点追评

曾经的中小学校园里，下课铃声一响，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就会响成一片。可如今，很多学校和老
师却不允许中小学生课间外出玩耍，甚至不允许学
生课间在教室大声说话、疾走，课间往往安静如上
课。“安静的课间十分钟”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
的现象。75.2%的受访家长称身边中小学“安静的课
间十分钟”现象很常见，且在小学中最为突出。（5月
30日《中国青年报》）

打打闹闹的“课间十分钟”，曾经构成了一代人
的儿时回忆。却不想时移世易，如今“安静的课间十
分钟”竟成了校园里的常态。上课与下课同样的整
齐划一、鸦雀无声，这样的教室简直了无生趣。

“安静的课间十分钟”，无疑有着多种成因。比
如说，有些学校开始因为“空气不好”而限制学生室
外活动，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再比如说，还有
一些学校为了避免自由活动造成事故，索性严令学

生课间待在教室……应该说，上述种种举措，其初
衷都是善意的，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惯性和惰
性，而多多少少有些矫枉过正。

很显然，“安静的课间十分钟”，并不利于孩子
们的学习和身心发展，但也必须承认的是，这一措
施确实有利于学校减轻管理压力、杜绝潜在风险。
学校作为公共机构，天然也是存在避险意识的。形
成“安静的课间十分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某些学
校将“自利之心”凌驾于“教育职责”之上，本着“怎
么方便怎么来”的管理思路，学生的“课间欢乐时
光”自然也就被牺牲了。

学校的存在，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自己？
厘清这一根本性追问，再来评价“安静的课间十分
钟”，才有了基本的共识基础。学校管理者，多多从
孩子的身心健康角度出发长远考虑，而不是以自我
为本位趋利避害，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课间还给
孩子”吧。 然玉

“安静的课间十分钟”，是学校管理者利己化选择

■不吐不快

■竟有此事

昨天，北京青年报记者从北京铁路公安
局获悉，在北京工作的张某因长期乘坐京津
城际列车往返于天津和北京间，为了贪图小
利，自去年5月份以来，他通过买短乘长、退成
人票冒用儿童票的方式，恶意逃票400余次。
目前，张某因涉嫌诈骗铁路票款被天津铁路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同时被纳入铁路征信系
统并限乘火车180天。（5 月 30 日《北京青年
报》）

从报道可以看出，张某是天津人，在北京
上班，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乘坐京津城际列车
逃票 400 余次。由此可断定，张某非但是一赶
班族，且基本都在逃票。如果按照逃票四百分
之一的失败率计算，他买短乘长也好，冒用儿
童票也罢，风险是极低的。这无疑让他的贪图
小利，聚集成讨得大便宜。

诚然，张某的逃票行为已涉嫌诈骗铁路
票款，接下来会受到法律制裁。但是在问罪张
某的同时，铁路方面是不是更需反思自身存
在的漏洞？毕竟四百分之一的失败率，就意味
着出站检票环节形同虚设，且这次还是被民
警发现。

那么如何才能补上这些漏洞？在笔者看
来，需多方面发力。首先，从张某冒用儿童票
来看，他显然是摸准了铁路方面在进站检票
环节存在漏洞。铁路方面应摸排这个漏洞，究
竟是因启用进站检票自动辨识系统造成的，
还是在人工检票下造成的。如果是前者，说明
其不可靠，要么升级，要么停用。如果是后者，
就需解决检票员虽在岗，责任心已睡觉问题。

其次，从张某买短乘长来看，同样是摸准
了铁路方面在出站检票环节存在漏洞。那么
铁路方面就应考虑，如何才能让这最后一关
不失守。在笔者看来，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
除了严格检票程序、通过奖惩提升责任心，让
检票员“站好最后一班岗”外，铁路方面还应
依附大数据，通过中途验票、补票去终结买短
乘长。这般随机性处置虽然会加大乘务人员
的工作量，但会减轻出站检票员的把关压力，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会断了恶意买短乘长者的
念想。 王恩亮

乘客恶意逃票400余次
铁路方面
也需反思自身漏洞

“最多跑一次”不该有迈不过去的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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