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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长设“停机”铃声，如何取信于民？

□ 叶祝颐
据《东方今报》报道，连日来，多名群

众、教师反映，开学在即，河南省安阳市北
关区教科体局局长刘贵海的手机拨打过去
却提示停机，给前来办事的教师和群众带
来诸多不便。记者调查发现,刘局长的手
机并没有停机，而是把手机来电提示设置
成了“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这种做法遭
到群众质疑。

8月28日，刘贵海回应称，近期该局正
开展招生、教师招聘工作，许多人前来求
情，“得罪人，也很为难，也都办不了，就把
我（联系）朋友这个号设置成这个铃声。工
作没影响，我有工作号”。诚然，开学季，教
师招聘，孩子上学的事情，不少人会来骚扰
局长。工作上的事情有工作号联系。局长
设置“停机”铃声是为了回避骚扰电话。如
是回应貌似有理，实则不然。虽说刘局长
的工作号正常开通，但是能够知道工作号
的多是单位同事、上级领导和自己的家人，
普通群众并不知道。如果普通群众有合情
合理的咨询求助，怎么办？

保证社情民意渠道畅通，方便群众随
时咨询或反映问题，无疑很重要。从领导
热线、大接访，到政府网站、微博、公众号，
我们看到，当下社情民意通道比以往更为
宽阔。好多地方都公布过领导办公电话和
手机号码。局长上班时间避而不见，电话
也打不通，有人自掏腰包给局长充值100元
话费换来的仍然是“停机”提示，群众如何
不浮想联翩、抱怨连连？

虽说不分场合的来电可能会对局长造
成骚扰，还有一些求情电话让局长很为难，
但是局长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民众有
权利监督其使用权力。在一定意义上讲，
局长电话并非单纯的个人隐私，而是一种
公共资源。公众有权知晓这种公共资源。

局长也有必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群众咨
询、求助。局长接听电话听取民意天塌不
下来！

虽说按照行政最优化的原则，群众有需
求应该去找各个公共服务部门与工作人员，
但群众为何热衷于拨打局长电话值得思考。
如果教师招聘和学生入学程序公开、透明，谁
符合条件，谁不符合条件，信息一目了然；如果
局长在招生招聘纪律面前铁面无私，一把尺
子量到底，又有多少人对局长死缠烂打？反
之，局长关掉公开手机号使用少数人知晓的
工作号，也让人怀疑局长故意躲着不见人，在
小圈圈内搞暗箱操作。

其实，群众迫切期待打通局长的电话，
也说明公共服务存在缺陷，职能部门工作
作风不够好、工作效率不够高，群众诉求表
达机制不够畅通。在群众心目中，局长电
话具有权威性，局长有权管好手下的“兵”，
督促他们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再说，群众
有机会与局长直接通话，没有衙门恐惧感。
他们可能会把拨打局长电话当成实现利益
诉求的捷径。局长显然不能抱着怕麻烦的
心态用“停机”铃声忽悠民意。事实上，如
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不推诿不
扯皮。如果群众利益诉求渠道畅通，诉求
成本低廉，职能部门乐于为他们提供公平
公正的公共服务。他们不会轻易去骚扰
局长。

进一步说，局长不该用不厚道的“停机”
铃声忽悠群众，而该认真听取并吸纳民意，
只要群众诉求合乎情理，就要真诚回应民
意，切实帮助民众解决问题。局长及时接听
电话，接电话时承诺满满，就是拖着不解决
问题，显然也不是对民众负责任的态度。当
然，如果有关部门与工作人员工作到位，群
众诉求渠道畅通，局长电话自会降温，局长
毋庸担心自己被“骚扰”。

局长不该用不厚道的“停机”铃声忽悠群众，而该认真听取并吸纳民
意，只要群众诉求合乎情理，就要真诚回应民意，切实帮助民众解决问题。
局长及时接听电话，接电话时承诺满满，就是拖着不解决问题，显然也不
是对民众负责任的态度。当然，如果有关部门与工作人员工作到位，群众
诉求渠道畅通，局长电话自会降温，局长毋庸担心自己被“骚扰”。

已关停化工园区起火
该查查有没有“关而不停”
□ 于平

8月27日晚，常州金坛区一工厂大火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金坛应急管理局方
面披露，发生火灾的是培丰化工集中区的
三方医药有限公司原材料仓库。而整个
园区在2018年5月就已关停，失火企业也
已经注销停产。

停产已有一年有余，水电气都已中
断。按理说，涉事化工园区已存在人员和
生产活动，可就是这么个“停产”的园区，
被一场大火暴露出危机四伏的一面。

这起火灾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但
“停产”化工园区居然发生火灾，实在有悖
常理，也难免引来诸多质疑。

网络流传的火灾视频中，就可以听到
网友称“不断电，化工厂偷偷地生产”的声
音。而在金坛本地的网站，关于培丰化工
集中区“停产”的质疑和传闻更是不少。
许多人都反映，该化工园区停产后依然常
常闻到刺鼻的气味，向当地环保部门投诉
多次却不了了之。

这些质疑是否属实，仍待查证。由于
化工企业的特殊性，“有气味”未必就可以
与“在生产”画等号。但至少，面对接连不
断的投诉，面对“停产”化工园区气味刺鼻
这一可能存在的线索，当地有关方面宜展
开深入排查。

冲天大火发生后，涉事化工园区有没

有“关而不停”，这个问题更不能再回避下
去。当地做的化工园区停产决定到底有没
有执行到位，理当彻查——— 查起来其实也
不复杂，既然化工园区已断水断电断气，那
就直接调出水电气的账单，是不是“停产”
也就一目了然。

关闭污染企业，原本是环保执法的重
要环节。“关而不停”伤害的，不只是执法
公信力，更是当地的经济秩序、环保治理
局面。鉴于此，跳出个案看，针对污染企
业关而不停现象，在破除某些基层部门对
污染企业的利益幻想外，还有必要对关闭
化工园区建立完善的执行和跟踪机制，重
视公众力量的参与，确保不留执行的
死角。

其实早在2005年，当时的国家安监部
门在整治违法开采小煤矿时，就明确规定
了“关闭煤矿”的操作程序。在常规的贴
封条之外，更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后续措
施，包括取缔证照、遣散矿工、炸毁矿井、
拆除设备、截断电源等环节。

此次火灾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调查
问责不能因此轻描淡写，化工园区到底有
没有“关而不停”，宜调查清楚。更要紧的
是，这场大火也该“烧醒”某些基层环保部
门心里那根“弦”，该采取何种措施杜绝污
染企业“关而不停”现象，也该摆上日
程了。

北京密云通用博园小区地处偏远，小区停车费每年高达6840
元，虽经协调降了2000多元，但还是让人难以接受，小区地面的机
械停车位绝大部分闲置。“这里的停车费高得离谱，都赶得上城里
的小区了。”通用博园小区业主安先生告诉记者。值得一提的是，
通用博园周边新建小区的停车费一年也就1500元-1600元，最高
也不过2000多元。 据8月29日《新京报》

偏远小区胆真大，
停车费用要天价。
业主有家难开回，
监管莫当睁眼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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