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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是社会治理的一道考题

□ 王继洋
据《劳动午报》报道，为消

除电动自行车火灾隐患，北京
石景山区加大智能充电车棚建
设。自2018年以来，全区累计
投入2200余万元，435处智能充
电车棚将在近日全部建成。今
年电动车火灾事故与去年同比
下降57%。

随着城市的发展，电动自
行车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而
充电则是诸多问题中最让人烦
恼的一个。一些小区特别是老
旧小区由于没有公共充电设
施，导致楼道内停放着大量电

动自行车，部分高层居民甚至
“飞线”充电。这样一方面堵了
楼道影响出行，另一方面也容
易引发火灾。

消防部门曾专门做过实验：
一辆电动自行车被点燃后，1分
钟左右就可能发生爆炸。由于
电动自行车部分材料属于易燃
可燃物，起火后会产生大量浓
烟。在封闭的楼内，只需要4分
钟，有毒气体就能覆盖整栋楼房
的楼梯间。这些高温烟雾一旦
被吸入体内，就会导致严重灼
伤，致使被困人员在逃生过程中
出现窒息。换句话说，如果楼道
内发生这样的火灾，楼内人员是
很难逃生的……

有鉴于此，国内不少城市
都规定电动自行车不得停放在

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
处长时间充电，并出台了相应
的处罚措施。遗憾的是，由于
物业没有执法权，只能一遍遍
在小区贴相关通知，于是治理
变成了“治而不理”。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其实
很简单：不“进楼入户”的电动自
行车出现了无处安放的窘境，不
少老旧小区甚至新建小区还没
来得及增设集中停放场所或充
电场所，让小区居民进退两难。

北京石景山区加大智能充
电车棚建设，无疑为其他城市
提供了
合理的解决方案。在城市管理
问题上，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
管理方面，只要上心了，电动自
行车就会变得“规矩”。

电动自行车本身并没有原
罪，它只是老百姓代步、谋生的
交通工具。对于一些老百姓来
说，使用电动自行车具有“不得
不如此”的无奈和艰辛，在尊重
他们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给电动
自行车以合理合法的空间与管
理，可以兼顾各方的利益诉求。

从这一层面来说，电动自
行车是社会治理的一道考题。

不管是政策的颁布，还是
设备的引进，对于一些长年依
靠电动自行车代步的人来说，
停车、充电已是生活一部分。
如果充电问题能有效解决，充
电安全能得到保障，那么非安
全充电方式就会慢慢淡出人们
的视野，火灾事故发生几率也
会随之大大降低。

电动自行车本身并没有原罪，它只是老百姓代步、谋生的交通工具。不管是政策的颁布，还是设备的引进，对于一些长
年依靠电动自行车代步的人来说，停车、充电已是生活一部分。如果充电问题能有效解决，充电安全能得到保障，那么非安
全充电方式就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火灾事故发生几率也会随之大大降低。

“假环保”看似给造假者带来了光鲜、亮丽的政绩，实则掩盖了背后亟待解决的真问题，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与成本
的无端浪费，也有可能会贻误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最佳时机。这种有悖实事求是原则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派，更会对
求真务实、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构筑诚实守信的信用社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诱发和纵容弄虚作假的不良作风。

□ 郑桂灵
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
心，治污染、保环境已渐成社会
民众的普遍共识与行为自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仍存在对环
保工作不作为、慢作为和假作为
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或企业
以各种“伪装”手段欺上瞒下、应
付督导、糊弄检查，这种貌似做
事、实则作假的“假整改”“假环
保”不仅有害自然环境保护，也
会污染政治生态，必须予以揭穿
与矫正。

盘点环保督察中的弄虚作
假行为，造假者的“伪装”手段可
谓无所不用其极：给裸露的山体

刷上油漆，营造秃山变“绿山”的
“假绿化”；为应付环保检查搞
“盆栽式”复绿假象；以铺设“防
航拍”伪装网的办法躲避环保航
拍检查；用抄袭或“补发”手段伪
造环保文件，应付环保检查；通
过“撒药治污”的方式影响监测
数据……

“假环保”看似给造假者带
来了光鲜、亮丽的政绩，实则掩
盖了背后亟待解决的真问题，不
仅会造成社会资源与成本的无
端浪费，也有可能会贻误环境保
护与治理的最佳时机。这种有
悖实事求是原则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做派，更会对求真务实、
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构筑诚

实守信的信用社会产生严重负
面影响，诱发和纵容弄虚作假的
不良作风。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
剥去”。治理“假环保”怪象，首
先要做的就是拆穿其“西洋镜”，
逼其“现原形”，这就需要我们拥
有一双识假辨伪的慧眼。基于

“假的真不了”的社会逻辑，人们
识破虚假的手段可以说不胜枚
举。比如，进一步发挥百姓监
督、群众举报的作用，让“假环
保”无法施展、无处逃遁；运用明
查暗访和杀“回马枪”、搞“回头
看”的办法发现“假环保”的蛛丝
马迹；加强技术手段创新，用好
无人机这一“延伸的眼睛”，进一

步提高卫星拍摄的精度等。
与此同时，还要加大违法必

究、造假必责的惩戒力度。环保
督察不是一阵风，而是常态化、
制度化的长效监管举措。要用
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
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对损
害生态环境和弄虚作假的“假环
保”行为要真追责、敢追责、严追
责、终身追责；对该问责而不问
责的也要切实追究。严肃查处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表态多、行
动少、落实差尤其是阳奉阴违、
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顽症和突出问题，才能推动作风
建设，提升造假成本。

□ 宋燕
提起“好差评”，很多人第一

时间想到的可能是网络购物，如
今，“好差评”制度也将应用于政
务服务评价。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提
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要求2020年底前，全
面建成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体
系，建成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
务平台“好差评”管理体系，各级政
务服务机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全
部开展“好差评”，实现政务服务事
项、评价对象、服务渠道全覆盖。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
和谐之本。近年来，从中央到地
方多管齐下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推出了一系列有温度、有力度的
民生举措，助力人民生活品质不
断迈上新台阶。比如，已成为各
地建设服务型政府标配的政务
服务大厅，极大提高了政府为群
众服务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得到
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此次
出台的政府服务“好差评”制度
在已有的政务服务基础上再“升
级”，赋予了办事企业和群众更
多话语权和监督权，让企业和群
众有地方讲实话，在办理业务时
更有信心，同时也倒逼政府进一
步改善政务服务，把政府推出的
一系列便民服务措施真正落到
实处。这样的“好差评”制度值
得一个好评。

“好差评”制度要建立，“好
差评”结果要用好。正如网购平
台的“好差评”结果会直接影响
店铺信誉、产品销量一样，政务
服务中的“好差评”也不能简单
地一评了之。既然是“好差评”，
就得体现出好评和差评的区别，
通过奖优罚劣，充分调动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倒逼受到
差评者迎头赶上。《意见》明确提
出，要健全政务服务奖惩机制，
将政务服务“好差评”情况纳入
绩效评价，并将政务服务情况、
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向社会公
开。这一制度的建立和落实，必
将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机制，
有效刹住“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的衙门作风，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如同网上购物，商家可能遭
遇“恶意”差评一样，在“好差评”
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工作人员
也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对此，

《意见》明确保障被评价人举证
解释和申诉申辩的权利，建立申
诉复核机制，排除误评和恶意差
评，确保工作人员免遭冤枉、免
受委屈，保护和激励其奋发进
取、积极作为的勇气、锐气和正
气。当然，对于那些追求表面光
的“刷好评”“删差评”的做法也
要保持高度警惕，让“好差评”制
度在实践中赢得更多“好评”。

政务服务行不行，群众说
行才算行。说到底，“评”只是
手段，其目的是要推动各级政
府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
风，夯实服务责任，为群众提供
全面规范、公开公平、便捷高效
的政务服务，让企业和群众享
受 到 更 优 质 、更 高 效 的 政 务
服务。

用“好差评”
评出好服务

治理“假环保”需要真问责

七旬老人平地走，无辜被砸添烦忧。
高空扔下三盒奶，赔偿七万事可休？

绘画 王怀申 配诗 王继洋

近日，海南省琼中法院审结了一起高空
抛物致人身体损害案件：9岁男童高空抛下
盒装牛奶，七旬老人纪某被砸伤，其家属被
判赔偿7万余元。纪某系吉林人，她退休后
与丈夫来到海南省某小区居住生活。2019
年1月22日10时左右，纪某所在的小区老年
模特队在楼下走模特步时，3盒纸盒包装的
牛奶突然从楼上被扔了下来，其中第二盒砸
中纪某的头部。 据12月24日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