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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应成常态

□ 胡建兵
“不用排队，直接就能办，很

方便。”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天
心区政务服务中心市场准入综
合窗口，秦女士不到5分钟就办
好了公司迁移登记手续。目前，
长沙市各区县都有这样的24小
时政务自助服务厅，提供便利店
式的“7×24”小时服务，企业、群
众可自助完成企业登记、税务办
理、社会保障、交通违法等高频
事项的查询办理，提高了办事效
率。（12月28日《工人日报》）

时下，各地都在改进机关作
风，脸好看了，门好进了，办事效
率高了，但“办事难”的问题还没
有从根本上解决，关键在于一些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仍按部就班

实行“早九晚五”工作制。机关及
政府服务性单位的上班时间，也
是市民正在上班的时间。市民
要去政府机关或服务窗口办事，
就必须向单位请假，且集中在上
班这个时间段，来办事的人又特
别多，增加了市民办事等待的时
间。再者，一些事情不是一次性
就能办结，有的需要市民跑多次，
这也意味着要向单位多次请假。

长沙市各区县的24小时政
务自助服务厅，除了常见的自助
终端外，24小时政务自助服务厅
还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自选动
作”。比如，天心区有1台婚姻登
记自助终端，5分钟就能完成材
料报送，领证日期可以“自定
义”；岳麓区的“警医通”自助体

检机，可在5分钟内完成体检操
作，驾驶证期满换证，再也不用
为体检来回跑。这样有效地解
决办事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
事，下班时间没处办事”的矛盾，
让市民不再为请假而烦恼，有更
多的时段可以选择，防止某一时
段因过多的市民前去办事而等
待时间过长。

政府部门负有提供公共服
务的基本职能，要保证公共服务
的及时和高效，就应该想方设法
为公众提供方便，把公众需要作
为改进工作的第一要素。要想
解决市民办事难的问题，政府部
门就要带头转变机关作风，打破
多年的行政观念和“官本位”思
想。长沙市的24小时政务自助

服务厅，其他地方想要这样做，
也不是什么难事，不仅可以为市
民自由安排时间提供便利，而且
政府的公信力和亲民性也会得
到进一步增强。

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
应成常态，这样不但把准了市民
需求的脉，解决了上班族请假难
的问题，而且打破了政府机关和
事业单位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
工作方式。政务服务“24小时不
打烊”，既是对办事流程的再造，
更是对机关作风的重塑。希望
更多的地方像长沙市那样，将与
企业生产、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事务实现全天候办理，从区县政
务服务中心向基层延伸，实现更
多高频热点事项自助办理。

政府部门负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要保证公共服务的及时和高效，就应该想方设法为公众提供方便，
把公众需要作为改进工作的第一要素。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应成常态，这样不但把准了市民需求的脉，解
决了上班族请假难的问题，还打破了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工作方式。

“全程录像”只是一个开始，斩断教师兼职利益链条，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唯有本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的思路，把责任扛起来，把工作落到实处，才能使校

外培训机构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才能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面，为孩子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 丁恒情
针对在职教师到校外培训

机构兼职取酬难以监管的问
题，江苏省教育厅近期将持续
开展中小学师德师风突出问题
专项治理，聚焦校外培训机构
兼职取酬、顶风违纪有偿补课、
违规向学生推销教辅材料3方
面重点，将师德师风专项治理
与校外培训机构监管服务、减
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相结合，
斩断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
的利益链条。要求校外培训机
构教育教学全过程录像，教育
主管部门将定期或不定期抽查
监控录像，对外公布抽查结果，
对监控录像弄虚作假的，将严肃
查处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12
月26日新华网）

近年来，校外培训行业蓬勃
发展，在满足学生个性化教育、
差异化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

些饱受诟病的问题。一些教师
为了赚取额外收入，与校外培训
机构结成利益同盟，“课堂不讲
课后讲”违规有偿进行补课。从
这个层面来看，江苏省教育厅要
求校外培训机构教育教学全过
程录像，无疑是对违规有偿补课
教师的倒逼和施压，有助于整治

“课堂不讲课后讲”现象，更好保
障家长和学生的权益。不过，笔
者认为，“全程录像”只是一个开
始，斩断教师兼职利益链条，需
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不可否认，校外培训热还在
持续“升温”，家长送孩子上培训
班的“热情”并未消减。尤其是
寒假将至，排队报名、网上抢课
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更为关
键的是，教师到校外培训机构
兼职问题一直存在。这其中的
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到校外培
训机构兼职带来的是实实在在

的利益，只要培训机构想赚钱，
家长执迷于“抢跑”，就可能不
留痕迹、不露马脚。这也是一
些教师校外兼职屡禁不止的重
要原因。

教师校外兼职禁而不止，应
当引起教育部门的深刻反思。
应当看到，教师违规到校外培训
机构兼职的问题，既与少数教师
师德师风不正有关，也与应试教
育环境下家长的推波助澜有关，
更与教育部门监管不力有关。
因此，教育部门还得回答好以下
几个问题：如何主动作为，避免
教师校外兼职死灰复燃？如何
规范秩序，不断提升学校教育的
质量？如何杜绝盲目攀比，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这些
问题都需要解决。

具体来讲，需要凝心聚力把
相关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比如，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监控录像，确

保监督检查不走过场，持续传导
压力、压实责任；发现培训机构
弄虚作假，以零容忍态度出重
拳、不手软，并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发现教师违规兼职、顶风作
案，在职务晋升、评优评先、考核
定级等方面，严格实行一票否
决。只有让相关受益主体有“痛
感”，才能彻底斩断教师到校外
培训机构兼职的利益链条，营造
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说到底，“全程录像”只是斩
断利益链条第一步，关键是在

“全程录像”之后，应该怎么办。
唯有本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
孩子的一切、为了一切孩子”的
思路，把责任扛起来，把工作落
落到实处，才能使校外培训机构
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才能
形成校内外协同育人的良好局
面 ，为 孩 子 营 造 更 好 的 教 育
环境。

斩断教师兼职利益链条“全程录像”只是第一步

□ 王军荣
截至今年10月，已有53家

网络视频和直播平台上线“青
少年模式”。“青少年模式”是真
保护还是走形式？记者打开一
款应用较广的短视频APP，选
择进入“青少年模式”，但不久
便刷到了明显不适合青少年观
看的内容，画面充满了色情意
味，下方“青少年模式”5个大字
形同虚设。该APP在手机的应
用商城下载量达3.8亿次，位居
下载排行榜第三名。（12月28日

《生活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

期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今年6月，我国网民人数已达
9.40亿，其中19岁以下网民占
18.3%，为1.72亿人。以职业划
分，学生占比最多，达23.7%。
也就是说，有近2.23亿网民还在
读书阶段。可与此同时，网络
内容良莠不齐，很容易对心智
尚未健全且自控能力较弱的未
成年人造成侵害。从这个意义
上说，“青少年模式”能在一定
程度上起到保护青少年的作
用，值得肯定。

青少年受网络之害的事例
不少，诸如“16岁女孩打赏主
播，55万家当挥霍一空”“熊孩
子打赏主播12万，父母报警求
助”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对
此，社会和家长更是迫切需要
有好制度、好措施保护好青少
年。可从现实来看，“青少年模
式”还存在漏洞，除了部分平台
对内容把关不严，“青少年模
式”在一些应用中也存在着技
术漏洞。归结起来，部分平台
的“青少年模式”普遍存在四大
问题：用户身份难确认，可通过
反复输入密码等方式延长使用
时间；某些短视频平台对内容
把关不严；部分平台所推送的
实时信息与“青少年模式”不匹
配；隐私保护不健全，用户数据
暴露在外。

“青少年模式”的漏洞说到
底，是责任不明，惩罚力度弱导
致的，更因为“青少年模式”是
非强制性使用。网络平台为了
自身的利益，也就不会主动堵
住“青少年模式”的漏洞。

即将于2021年6月1日实施
的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74条第一款规定，任何企业都
不得提供诱导沉迷的产品和服
务。第74条第二款规定，“网络
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
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
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
设置“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
费管理”等功能。第71条规定，
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
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再对
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行为进行
引导和监督。监护人应当安装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
适合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
等。即便是如此，仍然难以真
正保护青少年，一方面需要强
制使用，另一方面要提高惩罚
力度，只要执法到位，惩罚成本
提高，网络平台自然会充分利
用技术手段堵住漏洞。

“青少年模式”
要真正保护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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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系统不是筐，岂能啥都往里装。
事关群众身边事，界定范围须得当。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称一些地方政府滥用信用措施，比如闯红
灯、错误垃圾分类也被纳入失信行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
维良回应称，有些地方仅仅以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或者地方部门
的文件，出台这种制度规定，缺少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依据，缺少国
家或地方层面立法，没有充分考虑到对个人或者法人权益的保护。
所以，这些措施不仅不符合依法治国要求，也不符合构建诚信建设
长效机制要求。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
束制度 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准确界定信用
信息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认定范围，合理把握失信惩戒措施，坚决
防止不当使用甚至滥用。 据12月27日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