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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遇到拖欠工资、未签
订劳动合同、超时工作等问题
和纠纷，劳动者足不出户掏出
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轻
松举报投诉及维权，十分方便、
快捷。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推行
这项贴心举措，进一步提升了
便民服务质量，应当点一个赞。
但“扫码维权”不能仅仅是形式
上的便民，还需要真正为劳动
者协调和解决实际问题。

劳动者一般属于弱势群
体，遇到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
合同等问题，往往不知道向哪
个部门投诉举报，或遭遇多部
门推诿扯皮，他们花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跑断了腿也没
有解决好问题。特别是遭遇年
底拖欠工资问题，一部分劳动
者为了讨要自己的工资，在投
诉无门的情况下，甚至采取跳
楼威胁、绑架人质要挟等极端
方式，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
定。而畅通举报投诉和维权的
渠道，让劳动者有一个说理和
解决问题的正当而方便途径，
将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保障
广大劳动者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大力推
行劳动者“扫码维权”新渠道，
可以说带了一个好头。

为了让广大劳动者知晓这
项便民服务举措，维权二维码
将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
站和位于建筑工地、企业厂房
等全市所有维权公示牌上公
示。劳动者无需下载安装客户
端，可以直接使用具有二维码
扫描功能的相关软件，如微信、
QQ 等直接扫描二维码，上传
个人信息、案由后，就能完成投
诉举报信息的登记。投诉举报
内容经相关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核实后，在3个工作日内把核实
结果用短信发送到劳动者手机
上。如果投诉举报属实，则按照
短信提示的准确路径和方式带
齐相关材料到窗口办理。有了
这项贴心、快捷的便民服务，相
信劳动者就不会再“病急乱投
医”，采取一些极端甚至违法方
式来寻求解决问题，将有助于
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劳动
者“扫码维权”仅仅是形式上便
民，在劳动者在扫码举报投诉
后，相关部门确实能在规定时
限内，将调查、核实的结果用短
信形式通知劳动者，而至于能
不能解决问题便无人过问和监
督，“门能进”但依然还是“事难
办”，便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久而久之，“扫码维权”仅仅徒
有一个便民的外表，中看不中
用，不仅严重影响政府有关部
门的声誉和社会形象，劳动者
可能还会采取原先的极端方式
来维权。因此，便民好事一定要
办好。通过“扫码维权”接受劳
动者的举报投诉，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在核实后，不能将核实
结果通知劳动者就完事了，还
应该进一步跟踪和敦促相关部
门协调、解决举报投诉反映的
实际问题，真正能维护和保障
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扫码维
权”的整个程序才能算走完。

总而言之，北京市人力社
保局创新改进劳动保障监察工
作的方式方法，推出劳动者“扫
码维权”新渠道具有示范意义，
这项贴心、快捷的便民服务举
措，值得各地劳动保障等部门
借鉴和大力推广。
（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

劳动者“扫码维权”
值得大力推广

◎丁家发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加

大力度推行全方位、无障

碍的举报投诉渠道，推出

劳动者线上维权二维码。

即日起，劳动者如遇到拖

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

超时工作等问题，用手机

扫一扫二维码，即可在线

进行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

报。劳动者足不出户便可

及时掌握投诉举报的准确

路径和维权方式。

（7月2日《劳动午报》）

毫不夸张地讲，若是铺在村会议室，
兴许能把整个会议室的地上都铺满。但
是，对村而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牌子呢？
如果说每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向基层纵
深推进，那么三十多个县级部门，多多少
少都会在村委会挂上十多个大大小小、内
容丰富的牌子，各种“站点”“中心”“委员
会”等名目不一而足。如果是先进村、明星
村，那么毫无疑问，办公楼前的牌子肯定
会更多。

牌子太多了，不挂行不行？答案是：不
行。因为这些牌子不仅涉及到某些示范性
建设，而且涉及到检查考核。各部门有各
部门的考核要求，没见到牌子，仿佛部门
在基层就没有阵地，基层的重视程度也显
示不出。所以，不仅要挂，而且越大越好、
越明显越好。各种各样的牌子令人眼花缭
乱，其中不乏与群众生产生活毫无关系

的，老百姓根本看不懂的，也不乏仅仅是
为装点“门面”衍生出来的形式主义。中央
把今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那么不妨从
精简挂牌开始。

精简挂牌，不是盲目地做“减法”，把
最基本的村委会、支部委员会的牌子也
去掉，而是保留最基本的，把其它乱七八
糟的牌子全部去掉。也不是单纯地在数
量上做“减法”，去掉牌子后，也应该考虑
精简职能职责，促进基层干部聚焦主责
主业，把心思和精力用到为民服务上来。
更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地做“加法”，“减
负”口号喊得震天响，到最后却在增加负
担，挂牌一个不减，反而新增了不少业务
外的工作量。

精简挂牌，关键在于完善考核管理制
度，不能以没有挂牌，制度有没有上墙等
形式化的内容为重点，而是要看具体工作

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挂牌多了不仅影响整洁有序的外观形
象，而且容易滋形式主义问题。不过，重点
还是在于建立基层业务“准入制”，出台顶
层制度设计，在明确村级事务的同时，加
强村级事务准入审批管理，凡是需要下放
到村级的工作，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核、严
格把关、严格控制，始终确保基层干部心
无旁骛地为民办实事。

其实，当前在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着
手厘清基层事务，明确基层单位和上级部
门的职责、权力和义务，紧随其后的就是
清理各种乱象横生的挂牌。与此同时，也
有不少地方在制度上墙方面也进行了规
范，把满墙的制度撤下来，取而代之的是
制度管理手册，职权清晰了，墙上干净了，
工作也理顺了。

（作者系天府评论新闻观察员）

减负不妨从精简挂牌开始
◎李丁乔

日前，笔者在某村办公

楼前，看到门旁挂满各种各

样的牌子，数一数竟有十三

四块。村干部说这还不是全

部，办公楼里面还有不少单

位部门要求挂的牌子。

（7月1日《人民日报》）

为基层减负，文山会海是重要的突破
点，就是要通过减少开会的数量频次，提
高了开会的效率，走出了减会增效的路
子。然而，在一些地方，无效会议并未有效
减少，有的地方甚至不减反增，为基层减
负没产生出实际效果。

开会本是一门学问。领导干部作为会
议的主角，往往是开会内容、频次、长短、
参会人员多少的决定者。笔者认为，实现
减会增效的目标，各级领导干部就要真正
把开会当成学问来对待。

开会是改进作风的学问。开会本是研
究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但有的领导干部
整天忙于会议、批阅文件，大部分时间和
精力都用在了文山会海上，开会俨然成了
最主要的工作形式和最核心的工作内容。
领导干部陷入文山会海之中，必然沦为形

式主义的附庸。如何开会体现领导干部的
作风，领导干部反对形式主义，要从整治
会风开始，摒弃重形式不重内容、重过程
不重结果、重排场不重实效的会议，防止
出现搞形式主义的“无效会议”。

开会是考验能力的学问。有的领导尤
其喜欢开会，大事小事都要开会。“以会议
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
讲话”，把开会当成落实，缺少的其实是能
力。领导干部开会要讲重点、讲短话、讲有
用的话，而不能讲不着边际、长篇大论的
话，不能讲空话大话套话。领导干部开会
讲话要挤掉水分，“愈简短愈好，愈有力愈
好”。这要求领导干部平时必须勤于学习
和思考，在实践中加强磨练，不断锤炼提
高讲话的能力水平。

开会是检验担当的学问。领导干部成

天忙于应付文山会海，沉溺于繁文缛节和
会议事务，必定难以做到静下心来谋大
事，沉下身来抓实事。领导干部只有少开
会、开短会，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每
一项具体工作中去。领导干部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就要勇于从文山会海中解脱出
来，戒空谈、说实话、求实效、办实事，把主
要精力用在为群众所需要干的大事、好事
和实事上，把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
在肩上。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领导干部要切实把开会当成学问，答
好如何开会的时代答卷，改进作风、提高能
力、强化担当，拿出整治文山会海的实招硬
招，在开会这件事上展现出新时代的新气
象，从而把为基层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作者系四川在线特约网评员）

实现减会增效就要把开会当成学问
◎向秋

2019年是“基层减负
年”，各地积极出台相关措
施，取得了不小成效。许多
地方会议少了、会议时间短
了，工作台账检查留痕要求
少了。但也要看到，在一些
地方，无效会议依然不少、
调研接待任务还是很重、量
化标准仍旧不合理。

(7月2日《人民日报》)

什么是服务、怎么抓服务？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
理解，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方案。近两年颇受关注的

“不见面、马上办”、“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一次
都不跑”，以及北京实施的“接诉即办”，都是服务方式
的多样化呈现，目的旨在一点，就是要让政务服务真正
得到群众认可、让群众满意。

想要群众满意，就必须从转变服务理念入手。以往
的服务，在一定程度上讲是“被动式”服务，上面安排什
么、下面就做什么，群众找上门、再来干工作。现在则不
同，政府干的都是群众盼的，群众需要什么，政府部门
就要做什么，群众没提的要求，只要能满足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政府部门也要主动去创新和改进。简而言
之，就是要变以往的“坐等上门”为“主动出击”，把矛盾
化解在一线，让问题解决在现场，防范隐患于未然。

“接诉即办”显然是一种正确示范。群众有诉求，立
即去办理，不让群众等、更不要群众折腾，实质上这就
是群众想要的服务。更何况，“接诉即办”已经有更深层
次“进化”。如，一些基层组织不满足于解决群众投诉的
具体问题、具体事，还以点带面，将存在的同类问题隐
患一并解决；一些基层组织还根据服务经验，将可能发
生的问题进行梳理、提前预防和解决，逐步实现“未诉
先办”……把问题苗头解决在群众投诉之前，把事情办
进群众的心坎上，“接诉即办”的“进化”必然推动服务
的再次升级，让群众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服务，说难也易。只要用心去学习、去研究、去探
索，再难的事情也终将变得简单轻松。就如《庖丁解牛》
中，庖丁面对梁惠王的赞誉，只用一句“臣之所好者道
也，进乎技矣”来回应。服务其实也可以像“解牛”一样，
成为一种艺术，最后近乎一种本能。“接诉即办”的良性
运作，其实就是推动服务向艺术进阶的积极探索。应始
终相信，艺术没有止境，服务同样不会有止境，在这条
追求服务艺术的道路上，每一名政务服务人员都能大
有可为，也应该大有作为，才能不负人民、不负初心。

抗癌药入医保不能“玩消失
◎何勇

近日，一篇《抗癌靶向

药，却在进入医保后消失

了！》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

报道内容显示，不少癌症患

者称，很多肿瘤药物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后，反而在医院

“消失”，开不到了。

（7月1日《法制日报》）

“轻声教育”
让学生更有“素质”

◎王军荣

期末考前，走进杭州

市凤凰小学，正好是中午

时分，学生已经吃好中饭，

正在教室里默读。学校大

多数老师不穿高跟鞋了，

改穿平底鞋，老师们的这

个改变，跟学校两年前推

行的“轻声教育”有关。两

年来，学生、老师、家长都

感受到了这个成效。

（6月30日《钱江晚报》）

小学生多闹腾，学生沸腾
也是小学里常见的场景。但说
话的声音高低是要看场合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大声说话，
没有节制自己说话音量，显然
是不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
校推行“轻声教育”是真正的

“素质教育”，会让学生变得更
有“素质”。

“轻声教育”并非是要求学
生都要轻声说话，是将说话声
音音量分级，分别用于不同的
场合。即不同的场合控制说话
的音量。比如，专注倾听、就餐、
集会及公共空间等，要0级音量
静无声；课堂上同桌交流，或课
间两人交流都要用1级音量悄
悄说，尽量不让第三人听到；一
个人课堂上当众发言，用3级音
量平常说，让全班同学都能听
到；在阶梯教室舞台上，用4级
音量大声说；户外活动、集会演
讲，室外运动比赛等，用5级音
量放声说……推行“ 轻声教
育”，最大的益处就是能够让学
生明白，不要让自己的说话打
扰到别人。这恰恰是一个人文
明素质的体现。我们不难发现，

在公共场合，一些人说话声音
很响的，一点都不顾及别的人
感受，哪怕是在图书馆、书店、
咖啡馆需要安静的地方，仍然
高声说话，高声打电话，似乎唯
恐别人不知道他似的。固然，小
学生天性好动，也喜欢高声说
话，但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学校
推行“轻声教育”，在安静的时
候保持安静，能够管住自己的
嘴，如此，才会出现在等人的时
候会拿出书来阅读。如果处于
嘈杂的环境中是很难做到的。

据报道，浙江三门县浬浦
中心小学推出“无声食堂”：学
生就餐时不能说话，要加饭加
菜用手势示意。“实行一个多月
了，就餐时安静了许多，秩序也
变好了，低年级段（一~三年级）
学生就餐时间缩短约5分钟，粮
食浪费情况也有好转。”不管是

“轻声教育”还是“无声食堂”，
均是在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
学生在学校中养成了良好习
惯，一生受益。可许多学校的教
育理念仍然停留于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绩上，只要学生的成绩
好，其它均不是什么问题。有重
点中学的班级，甚至教室也不
要求打扫，恨不得学生将全部
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这样的教
育理念是错位的，产生的多是

“高分低能”的学生，可尽管一
再受到诟病，但仍然大有“市
场”。让人欣喜的是，现在一些
学校的家庭作业是要求学生学
会烧菜，并且特意让学生将烧
菜的才艺展示出来。这同样是
在培养学生一生受用的良好习
惯。学生学会做家务活，自己能
够独立生活，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恰恰能成为他们一生幸福的
源泉。

当我们在羡慕国外学生高
素质的时候，我们的学校应该
多注重对学生良好惯的培养。
当然，家庭和社会均要配合，大
人要成为孩子的榜样。“轻声教
育”其实也适合一些成人。

“接诉即办”，一个在当

下各级政府部门越来越“高

频”使用的词儿。“诉”中尽是

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但

也饱含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新期待、新需要及其新特

点；“接”中则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超大城市治理思路的创新

探索。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

情。“接诉即办”，正在成为北

京市上下民生工作的重要

“抓手”之一。

（7月1日，《北京青年报》）

“接诉即办”
让服务成为一门艺术

◎陆仁忠

有效治疗肿瘤、癌症疾病的抗癌药，
特别是药效高、毒副作用小的治疗肿瘤、
癌症的理想药，也就是俗称的“靶向药”，
大多是进口药，价格非常昂贵。这让很多
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吃不起药”现象比较
突出，不时上演真实版“我不是药神”。国
家出台抗癌药入医保政策，这是兜底的善
政，可以直接为癌症患者省下一大笔医药
费，大大减轻癌症患者的用药经济负担，
能够有效缓解癌症患者“吃不起药”现象，
是广大癌症患者、家庭的福音，也是破解

“我不是药神”问题的一剂良药。
但是，抗癌药纳入医保之后，却在医

院里“消失”，患者在医院里买不到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的抗癌药。这意味着癌症
患者仍然吃不到“便宜”的抗癌药，还得
继续自费购买价格昂贵的抗癌药，显然

有悖抗癌药入医药政策的初衷和本意。
换言之，抗癌药入医药的好政策，并不能
直接减轻广大癌症病人的医药费用负
担，抗癌药入医保的好政策俨然沦为一
纸空文。

造成这种局面，不是抗癌药入医保政
策落实需要时间，也不是医院、医生不愿
意为癌症患者提供纳入医保的抗癌药，而
是现有的医保政策不科学，影响、妨碍了
抗癌药入医保政策有效落实。因为不科学
的“药占比”考核，逼得医院、医生不得不

“减小分子”，只得用廉价药替代价格昂贵
的抗癌靶向药。

减轻癌症患者的医药费用负担，让广
大癌症患者可以享受到抗癌药入医保好
政策带来的实惠，让患者可以尽快、方便
用上这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就不能让纳入

医保的抗癌药在医院里“消失”，必须避免
抗癌药入医保后出现断货现象。这关键是
要完善和改革医保政策，打通各个环节，
用制度和政府“有形之手”为抗癌药入医
保政策保驾护航，扫除障碍。

首先，改革“药占比”考核标准，尝试、
探索价格昂贵、进口的抗癌靶向药不纳入

“药占比”考核之中，避免“一刀切”的“药
占比”考核误伤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其次，
适度放宽医保总额控制，特别是要给患有
癌症等重大疾病的病人，留出医保报销的
口子，考虑考虑不纳入医保总额控制之
列，以及扩大按病种付费试点。再者，建立
医院、医生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医院、医生
优先采购和给患者开纳入医保的抗癌药
的动力，让纳入医保的抗癌药可以顺利进
入医院和医生的处方中。

难点
7月1日起，上海迈入“垃圾

分类强制时代”，46个重点城市
也在加快垃圾分类的各项环节
建设。“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垃圾
分类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推行。
但19年过去，垃圾分类在一些试

点城市推进缓慢，很多人对各种
垃圾依然“傻傻分不清”。

记者调查发现，分类知晓率
低、分类投放准确率低、资源利
用率低等“三低”问题，是垃圾分
类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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