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的菜市场在哪？医疗机构怎么预约挂
号？空气质量比如PM2 . 5实时数据是多少？政务
服务机构几点上下班？各家中小学的特色和联系
方式是什么？养老机构都分布在哪里？自住型商
品房怎么申请？这些问题，“便民地图”统统解
决。从7月10日开始，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会同13家
政府部门联手打造的12幅“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

图”，通过首都之窗网站向社会集中公开，养
老、医疗、教育资源分布、住房保障、空气质量
等内容全部集纳在便民地图中，这在全国尚属首
例。

“便民地图”上网后，点击量骤增，颇受市
民欢迎。这12幅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将市民
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上学、看病、养老、住房、
“菜篮子”具体问题，进行了一一分解，以直观
而清晰的图示方式公之于众，为市民办事减少了
不少麻烦，有效方便了市民的衣食住用行，打通
了政务公开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对城市
形象和公共管理将产生“加分”效应，是“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多赢之举。

无疑，方便百姓的“便民地图”，增强了百
姓获得感。事实上，“便民地图”也是从管理意

识向服务意识改变的一个体现。曾几何时，一些
机构和部门成了“管理”的代名词。在一些人那
里，“管什么”经常挂在嘴边，经常抱怨“不好
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自己定位为“管理
者”而忽视了“服务”。城市需要管理，但是，
为民服务才是公共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不能为
了管理而管理。尤其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利益诉
求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市民的主体意识越来越
强，做公共管理单纯靠“管理意识”已经不行
了，必须有从单纯的管理向服务转变，也就是常
说的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可以说，没有“从管理
到服务”的转变，就不会有为民服务的“地图意
识”，更不会有“便民地图”这样的创新妙招。

“便民地图”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好开
端，但是，为民服务是没有止境的，应有更多的

“便民地图”。一方面，市民办事涉及方方面
面，因信息不对称，摸不着头绪的事情还有很
多，“便民地图”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期待“便
民地图”种类更丰富、实用性更强。另一方面，
期待更多城市学习借鉴“便民地图”，使多赢的
“便民地图”，在更大范围产生涟漪效应。“便
民地图”，检验着公共服务意识和公共服务水
平，是对公共管理者为民情怀的现实考验。我们
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不能只是挂在嘴上、写在纸
上，更要落实在一件一件具体的实事上。心里始
终想着百姓，惦念着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没
有思路也会想出思路，没有办法也会想出办法，
就能在为民服务上作出更多精彩文章，老百姓的
获得感才会越来越多，城市也会变得越来越美
好。

近日，安徽霍山县一位父亲张德才写下一封
长微博，称自己的儿子张朝阳中考考出700多分的
好成绩，却因为“老师擅自修改报考志愿，导致儿
子仅能上职业高中。”7月10日晚间，安徽六安市教
育局回应此事时表示，已督促霍山县教育局进行
调查核实，严肃处理。（7月11日《法制晚报》）

篡改志愿，剥夺了考生自主择校的权利，让考
生辛苦复习备考的努力付之东流，这将对考生及
其家庭造成怎样的打击，我们不难想象。令人愤懑
的是，类似的恶性事件已经多次发生。譬如2015年，
甘肃张掖市肃南县某高考生因志愿被老师修改，
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2015年，安徽全椒县三圣
中学，一班主任篡改37名考生高考志愿……

为什么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能轻而易举地改
他人志愿？志愿填报系统投入使用已经多年，难道
不能进行必要的升级，防止篡改吗？比如，密码交
到每个学生手上，而不要让班主任掌握；填报志愿
将电脑系统填报与学生签字确认统一起来，在确
定的最后一刻需由学生本人同意，等等。根据当前
填报系统规定，志愿只能改一次，考生志愿被篡改
一次后就没有机会改回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能不
能启动申诉程序，给考生多一次修改的机会？

篡改志愿事件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因此，事
前的防范和事后的救济，都是必不可少的。填补漏
洞，完善制度，不能等了。

日前，广州老年大学晓园校区招生，5000个新
生学位在网络报名开启后，几乎被“秒光”。校方分
批追加数百个学位，很快又报满了。

老年人的某些需求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比如
老年大学；某些需求则是属于身体方面的，比如通
过广场舞锻炼身体。而无论是精神层面的还是身
体方面的需求，都可以并行不悖。这既是老年人的

权利，也是人之常情。
让更多的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进而对

年轻人形成行为影响和价值导向，是好事一桩。老
年大学招生爆满提示我们，面对老龄化社会，必须
加快服务供给侧增量改革。

（7月1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漫画 唐春成）

日前，国家发改委组织编写的《国家新型城
镇化报告2016》正式出版，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回应了一系列城镇化热点话题。负责人还谈到，
近年来，随着农村各种条件逐步改善、城乡公共
服务差距越来越小，一部分农民工不太愿意再进
城落户了，最主要原因是农民不舍得附加在农村
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今后需要探索一种机制，让
这种权利有变现或自愿有偿退出的渠道和制度
安排。（7月11日国家发改委网）

中国社科院于２０１６年上半年发布的一项“中
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调查显示，约一半农
民工不想进城，这其中第一代农民工占了绝大多
数，而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更多是想留下的。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国农民工家庭是一种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农的结构，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第一代农民工农闲时进城打工，农忙
时返乡收种，当第一农民工随着岁月的老去，已
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却没有社会养老保障为他们
保驾护航，他们不得不选择退守自己熟悉的农
村。这其中，有他们对社会保障不能将自己融入
城市的无奈，也有对故乡和土地的那一份发自内
心的真诚与擎爱。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时“不安分”的现
象，也不难理解。对于他们来说，一头是农村的家
已经回不去，他们中间许多人虽说生在农村，可
一天农活也没干过，他们生长在城市，对城市的
生活已经习惯，留在城市成为他们的必须选择；
另一头是城市的家却迟迟建不起来，让他们始终

缺乏应有的归属感。可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的吸
引力，时刻都在激发他们“留下来”的冲动。他们
用他们的辛勤劳动改变着城市，也改变着自己。
他们一方面是对他们父辈当年所忍受痛苦的纠
正，是对劳动权、健康权、幸福权的合理诉求；另
一方面是他们迫切希望融入城市，让自己的父母
和孩子生活得更幸福，让自己的辛勤付出更体面
和受人尊重。这种表现更体现了有知识的新生代
农民工对人生、社会、理想的重新定位和追求，而
这一切也为城市建设与发展输入了活力与生机。

决定农民能否在城市生活的主要因素有政
策因素，但主要决定于市场。在当前乃至未来相
当长的一个时期，谁也不能保证农民工进城后就
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因为他们无论在拥有资源
与人脉上都处于一种劣势，白手起家的创业让他
们面临着失败和挫折的可能，留下进城失败再返
乡的退路就十分重要，也就是说，当他们进城失
败，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变
得重要。当进城失败农户退回农村，他们可以向
村集体要回自己那份土地的耕种权利，村集体就
会调整出相应土地给他们，这正是我国特色的土
地集体所有制所起到的调节作用。

农民工既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这是中国城
市化进程中赋予的农民工之福，也是中国城市化
发展可以保持长期稳定的秘诀。尊重农民自由选
择进城或返乡，应当成为政府在制度顶层设计时
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符合国情、社情、民情
的城市化之路。

7月9日，常州本地论坛上有女孩向年轻男子下
跪磕头的图片，引发热议，据说这是常州某培训机
构的老师收徒时直播的场景。有人对这种“磕头拜
师”的做法嗤之以鼻，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过分上纲
上线，传统文化传承离不开仪式感。（7月10日《现代
快报》）

近年来，被扫进历史故纸堆里的磕头跪拜礼，
又被一些人重新拾了起来，并冠之以弘扬传统文
化。诚然，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不过，传承传统文化
并非全盘接受，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必须辩证
分析，理性看待。我国古代最初没有凳子、椅子，人
们席地跪坐，跪拜礼只是出于方便，并无卑贱之
意。后来，随着桌椅的出现，行跪拜礼时受礼者坐
于椅子上，拜者跪于地上，凸显出地位和等级的高
低差别，“跪拜”也就有了不平等和卑贱的含义。

我国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古代拜师需要
下跪磕头，更多地为了体现师生的等级之分。我们
今天如果要把磕头跪拜作为传统文化重新迎回
来，令人汗颜。事实上，尊师重教更多体现在思想
上、心灵上，而非拘泥于某种形式。一味泥古跪拜
礼，非但不能习得尊师重教的精神，反而容易让学
生感到不舒服，拉远师生心理距离。

当然，作为民间的个体行为，磕头拜师倘若两
厢情愿，无需他人置喙，但请不要打着弘扬传统文
化之名，否则就是拿糟粕当精华，有辱文化二字。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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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制度设计

规避篡改志愿现象
□ 段思平

尊重农民工
进城与返乡的选择权

□ 闻一言 别把“磕头拜师”
假以文化之名

□ 张淳艺

公共服务应有更多“便民地图”
□ 孙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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