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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知 论 点政府网站“高质量”乃大势所趋

◎储旭东

近来，在环境整治中，一些地方对畜禽
养殖场采取禁养、关闭和拆除等办法，出现
工作简单化甚至整治扩大化。不独环境整
治，在移风易俗、行业调控、经验推行等领
域，不顾实际、简单粗暴地搞“一刀切”，看似
执行政策雷厉风行，实则只顾自己方便，不
顾群众方便不方便。

不可否认，“一刀切”的工作方式在应对
违法违纪等“硬杠杠”、加快形成短期高压态
势的过程中，的确能够发挥很好的推动作
用，其成效的取得也相对更加迅速、更加突
出。但能否采用“一刀切”却有个大前提，就
是政策把握要尽可能精准、制度执行要尽可
能明确、工作成效要尽可能符合绝大多数人
的基本利益、让群众满意，否则很容易陷入

“宁杀错，不放过”的怪圈，无法自拔。
然而一段时期以来，“一刀切”的工作

方法出现了滥用、错用等情形。一些同志
“定势思维”较严重，习惯性地以自我为中
心，固执地认为“上级的部署就一定是对
的”，不仅缺乏因地制宜的现实考量，更听
不进群众意见。少数干部过分爱惜自己的

“羽毛”，害怕被特定领域的风险隐患“引火
烧身”，于是罔顾事物发展规律，不切实际
地搞“一刀切”，只要自己安全就成。更有甚
者，政绩观错位，不顾群众是否需要、只论
成绩是否凸显，以“一刀切”搞运动式“大动
作”，只为“与众不同”，获得领导关注。

从本质上来看，“一刀切”这个词汇，
本就有着“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非明即

暗”的意味。“一刀切”的工作方法，更是有
其运用的严格要求、特定领域、特殊语境，
只要一步不慎，就容易矫枉过正，甚至过
犹不及。可以说，该不该采用“一刀切”，要
审慎选择、系统谋划，除非真到了万不得
已、不如此不行的地步，否则能不用则不
用，决不能视之为解决短期问题、克服一
时阻碍的“尚方宝剑”，更不能急功近利迎
合上级口味、只图省事妄图一步到位，使
其沦为错误政绩观的“嫁衣裳”。

由此可见，做工作要慎用“一刀切”。首
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谋事态度，充分运用
这个做好党的各项工作的重大法宝，正确
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面对一
些历史遗留问题，更当小心应对，避开惯性

思维、定势思维误区，确保“负外部性”最小
化、群众利益最大化。其次，要涵养“功成不
必在我”的担当，很多问题要实现真正的治
根治本，需要时间来过渡，更需要下一番

“绣花”功夫，既不能因为“得不到政绩”而
不闻不问、放任其发酵，也不能为了凸显成
绩而“下猛药”“下狠药”，以致“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再次，要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其
实之所以会出现“一刀切”，也与干部对问
题的片面认知有关，换个思路、转个视角，
或许就能找到更好地解题办法，只有善于
学习、广泛学习理论知识，勤到基层一线调
研实践，才能真正找到和掌握解决问题的
方式方法，更好既捍卫群众利益、推动问题
解决。

做工作要慎用“一刀切”
◎旭东

与过去相比，政府网站正在经历一个
由“有没有”向“好不好”、由“瘦身提质”向

“精耕细作”转变的过程，网站结构不断优
化、上网形式不断丰富、服务内容不断提
升。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
政府网站建设仍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报道
指出，约 10%政府网站办事指南信息不完
整、不准确；约 24%搜索不准确、不实用甚
至没有搜索功能；互动交流仍不及时不深

入，回复迅速行动迟缓等。这就需要政府部
门突出精品意识，营造高质量的用网环境。

信息完备是最基本要求。从某种程度上
说，政府网站本就是各级各部门的一张“脸
面”，待人接物之前，自是要“妆点”一番，不
求靓丽十足，但也尽可能清新脱俗。特别要
拎清的是，政府网站代表的更是一种“公信
力”，突出的是服务导向，老百姓畅通无阻自
然会叫好一片，倘若处处受阻、找啥啥没有，
就难免心有怨怼。这就要求各级单位加强对
政府网站的查漏补缺，全面解决当前一些网
站信息不完备、不齐整的现实问题。不仅要
来个全盘“大清洗”，找到不实用、存缺陷的
网页、链接，第一时间关闭、清除，更要着手
补齐与部门单位职能一致的服务引导信息，
让最常规最基本的服务咨询、引导链接精
准、有效、实用。

日常维护彰显担当作为。网站之所以建
设，就是为了推广和使用，绝不是当作“自家
的宝贝”“手心里的宝”而不给人看。一段时期
以来，少数网站频频“踩线”“爆雷”，有的网站

代码有漏洞，存在不少易被攻击的漏洞，甚至
长久无人问津的页面已被小广告“攻陷”；有
的网站依然停留在很久之前的某年某月某
日，恰如一潭死水；有的网站缺乏人性化设
计，找啥没啥、满眼字符、图片扎推，等等。可
以说，建好政府网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最集
中的体现之一，必须全面提升运营维护的理
念，加强部门单位的网站技术，做好人、财、物
等力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让网站真正突出实
用性、针对性、有效性、服务性。

交流互动乃高质量所需。网站作为平
台、门户，已然成为服务群众的重要载体，特
别是在强调“不见面审批”“最多跑一次”的
今天，网站的功能更是得到进一步挖掘，不
少关键领域已经逐步实现网络网页与手机
客户端齐头并进之势，群众有困惑、有难处
也逐步从“找上门”转变为“上网求助”。然而
少数部门单位并没能从旧的管理模式中解
放出来、未能及时转变工作的方式方法，要
么把群众被“晾在网上”，不能积极及时回
应，要么不熟悉网络性质的表达方式，回应

艰涩、刻薄等。这都提示我们，要进一步提升
用网能力，熟悉在网络上与外界互动，学会
实事求是、规范标准的表达方式，让群众在
网上也能得到贴心服务，倍感安心、顺心。

当然，建好用好政府网站，还需要建设
一支政治觉悟高、服务意识强、担当作为实、
思想作风硬的懂网用网“铁军”。一方面，要
把队伍真正建起来，每个单位部门，只要有
必要通过建立网站来服务群众的，都要配齐
运维岗位，形成一套应对网络服务、网络问
题的良效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培训学习，
定期组织一系列交流互动，确保网站、客户
端的服务能够与时俱进，顺应群众最新的用
网需求。与此同时，还要加强对从事网络业
务同志的关心、爱护，要知道信息发展日新
月异也给网络公共服务带来巨大压力，很多
时候需要无时不刻“盯”在后台，必须正视同
志们的辛苦付出，多些包容和谅解，让实干
者不吃亏、得实惠。只有这样，高质量的政府
网站才能保持先进性和引领力，更好地服务
发展、造福群众。

今年，全国正在运行的政府网站有2.2

万多家，比上季度精减 1000 多家；相比

2015年8月全国政府网站首次摸底结束时

的8.4万家，政府网站总数精减约74%；其

中，县级以下政府网站1183家，三年来降

幅最明显。

1993年6月的一个下午，福建日报的一
名记者采访了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
无意中将一份内部刊物《来信摘编》（第 32
期）拿给习近平看。他看后很认真地对记者
说到：“群众反映永泰县开发桃花洲的意见
很重要，必须引起重视。”广泛听取民情民意
是为官执政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基层治
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民心就是最
大的政治，要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就必须
认认真真听取群众意见，不管是反应疾苦的
诉求也好，还是建设性的建议也罢，都是每
个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随着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一些地方和
部门将网络作为收集民情民意的主要渠道，
打开网页，点击链接，输入内容，足不出户也
能表达诉求，虽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
制，但是对于一些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的地区
和不善运用网络技术的群众而言，设置传统
的意见箱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从报道来看，
一些意见箱沦为摆设，不是放置在不易发现
的偏僻角落，就是长期不维护沦为“垃圾
箱”，这些现象表面上看是不作为，实际上是
心中无民。怕群众提建议，不愿解决群众困
难，群众意见箱变成“摆设意见箱”。

要管理好一个小小的意见箱并不难，难

就难在充分发挥意见箱真正的作用。在日常
工作中，只要指定一个专人负责维护和管
理，其占用的时间和精力也是微乎其微的。
凡事重在长久、贵在坚持，如果意见箱设了
不管理不维护，久而久之，必然成为摆设，甚
至变为“垃圾箱”。但是管理好维护好意见箱
只是第一步，后面的处理民意诉求才是关
键。其实，能否维护好管理好意见箱，关系到
能否及时处理群众诉求，但维护好意见箱并
不等于处理好群众诉求。所以，一个意见箱
所涉及到的是老百姓表达意见、党和政府听
取意见、党员干部处理意见的链条式工作体
系，却了其中一环，意见箱都会沦为摆设的

“花瓶”。
意见箱不是政府装点门面的“花瓶”，

而是连接党群干群的“通心桥”，群众是基
层治理的“智囊团”，群众的意见建议是为
民服务的“指南针”。管好意见箱，才能群众
感受到党和政府开门纳谏的诚意；用好意
见箱，才能凝聚起党员、干部和群众干事创
业一条心的合力。不管是网络平台，还是实
体信箱，其背后都是涉及到老百姓切身利
益的大事，不能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心态，更不能让意见箱成为党和政府连接
服务群众的“绊脚石”。

意见箱不仅要管好
更要用好

◎李兆清

“新华视点”记者发现，不少违法广告混杂在新闻资讯中，很容易让读者以为是真实
的新闻信息。以新闻作外衣——正文开始宣传——文末留联系方式，这几乎成为此类广
告的普遍套路。 新华社发

“滥发”

病魔来袭，能力范围之内寻求最好的诊疗是人
之常情。然而，由于医保拨付、考核指标、学科发展等
多重因素，转诊并不容易，甚至不找关系就办不下
来。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不得不忍痛放弃转诊。

有啥别有病，一直是老百姓挂在嘴边的问题。罹
患大病，更是不少家庭难以承受之重。但大病转诊难
问题，却成为阻碍大病患者治愈的一道高门槛，问题
如何化解，除了患者关心，社会关注，更需要由相关
职能部门科学设计、协调联动才能找到问题的出口。

大病医疗作为城乡医疗保障的重要内容，它既
与小病一样，同样需要医保资金兜底，但不同在于，
其报销资金额度上要比小病高得多，因此，即便大病
患者比常见的“小病”要少，但仍然会成为医保资金
消耗的大户，在转诊问题上，难免成为绊脚石。

基于医保拨付、考核指标、学科发展等方面的考
虑，大病转诊难，让患者及其家属不得不认真面对。
有因为高昂的费用而放弃转诊的，也有为了治愈找
关系转诊的。不管是转诊成功的，还是放弃转诊的，
大病患者病有所医的权益在此时变得如此脆弱，这
一问题应该得到正面回应。

本来转诊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医院方面转诊
垫资的利益风险，地方医保资金的“画地为牢”，以及
地方医院希望以病例积累从医经验的考量，难免让
大病患者成为各方不愿放的“唐僧肉”。

患者利益大于天，这是医患双方需要明确的规
则。患者方面自不必说，医院方面、医疗行业管理部
门对这一观念的认知尚且还没有到位，再加上医保
资金的地域分割，大病患者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转
诊”就困难重重了。

医患双方是相互依存的，大病患者利益得不到
保证，医院利益也很难从整体上和长远上得到保
障。一些地方医保资金在年底面临无法报销一样，
大病转诊难的问题，难就难在医保资金的“地方割
据”，虽然这与当前管理体制的现状不可分，但不
是说就没有化解的良药。

既然托关系找门子能够转诊，说明转诊并不是
高不可攀的门槛，但是，在医院利益、地方利益的
各自为中心的相互作用下，患者显然被摆在了“下
风区”，而违背了患者利益大于天的根本准则。而
托关系转诊，又难免在医院催生出医生的灰色收
入地带，治理大病转诊难，显然和治愈大病一样精
准“用药”。

当前，一些地方纷纷推出分级诊疗，对于大病患
者而言，能否建立起与大中城市医院专家资源共享，
推行远程治疗，从而可以化解部分转诊难问题。还有，
大病转诊的风险，需要从转诊医院的身上厘清，制定
出明确的大病转诊标准，让转诊医院有能力、有依据
的落实好转诊机制，让大病患者顺利办理转诊手续，
赢得更多时间治病。而从制度设计层面上，加快医保
资金跨地区统筹，从医保资金“一揽子”使用上化解地
方疑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病转诊难的窘境，以患
者利益大于天的理念才能最终得到落实。

大病转诊莫成
患者跨不过的坎

◎张立

近日，有两则新闻备受网友关注，一则发生在浙
江桐乡，一则发生在河南郑州，都事关上了岁数的环
卫工人被打一事，既让人深感揪心，又令人愤懑不
已。不过，让人欣慰的是，作为事发地的相关部门，不
论“桐乡金盾”还是“平安郑州”，都及时向公众通报
相关处理结果，受害者被送往医院医治，打人者也被
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并作相应调查处理。

上了岁数的环卫工人被打，让人非常揪心。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人家上了年纪，起码应
该尊重他们。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干着最脏最
苦最累的活儿。当人们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时，环卫
工人已经在街头打扫卫生了。他们那么辛苦，应该得
到人们尊重。尊重环卫工人，环卫工人更加积极地维
护城市卫生，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加宜居、生活才会更
加美好。

环卫工人从事着高尚的事业。当前，人们的环保
意识逐渐增强，希望生活的城市美丽、宜居。试想，如
果城市垃圾遍地，人们开门闻到垃圾的恶臭味，这样
的城市还能宜居吗？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难免产生垃
圾，产生了垃圾就要及时打扫、及时处置。环卫工人
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为维护城市的环境勤勉工
作，他们值得所有人尊敬。有的人没有品尝过环卫工
人的苦脏累，瞧不起环卫工人，极少数人对环卫工人
拳脚相向，这是不对的，应该及时纠正。

尊重环卫工人是营造平等社会氛围的体现。平
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的基本要求。
营造平等的社会氛围，需要改革相应的体制机制，也
需要全体国人从我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为营造平
等社会氛围尽心尽力。充满暴力、戾气，对他人拳脚
相向，是对他人的极端不尊重，与平等的要求相去甚
远，也不利于营造和谐、安全、稳定的社会氛围。人与
人之间关系要和谐，相互尊重是前提。每个人都要尊
重他人。尊重他人，才能被人尊重，才能营造相互信
任的社会氛围。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社会应该
尊重环卫工人，不应该歧视他们。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我们应该对他们报
以感恩。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握着时传祥的手说，
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
勤务员。这只是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
一部分。今天，环卫工人认真工作，为营造优美的城
市环境不怕脏苦累，他们值得人们尊敬。尊重环卫工
人，让环卫工人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会工作得
更加积极。全面依法治国时代，任何人都要有法可
依、有法必依。尊重环卫工人体现人们基本的道德文
明素养。不尊重环卫工人甚至对环卫工人拳脚相向，
自己名誉扫地，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殴打环卫工
人，让环卫工人心寒。好在，打人者已被当地公安机
关拘留并作相应调查处理。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我们应该尊重他
们，对他们报以感恩，但愿殴打环卫工人的事情不
再发生。

尊重环卫工人
是基本的文明素养

◎李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