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多个区近期出台了各自的2018年政务公
开工作要点。记者发现，各区的政务公开要点对于政
策解读着墨较多，提出的要求也比较高。普遍强调对
政务“两微一端”加强管理，善于使用网言网语，不断
提升政务新平台亲和力和吸引力。(9月24日《北京青
年报》)

公开透明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全面推进政

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
力，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具
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级政府大力推动政务公开取
得显著成效，“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成为普遍
共识，但公开实效距离公众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改革创新，注重精细
化、可操作性，务求公开实效，让群众看得到、听得
懂、能监督”。“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这九个字，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一些地方在进行政策解
读时，往往长篇大论，充斥着各种专业术语，老百姓
读不懂、不愿读，公开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如今，北京
多区出台今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要求善用网络语
言，可望有力解决这一问题。

政务公开善用网络语言，生动体现了“到什么山
上唱什么歌”的要旨。今年初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7 . 72亿。政务公开，自然应该考虑到“全民触网”的实
际情况。尤其微博、微信及移动客户端组成的“两微
一端”，受众群体就是网民，理应用网民接受的语言
和方式开展交流。网民的学历结构、专业背景不尽相
同，但在网络语言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政务公开使
用网言网语，可以有效克服众口难调的差异性，让信
息传播在一个频道上找到共鸣。

政务公开善用网络语言，能够大大提升传播效
果。网络语言的特点是活泼、自由、亲切、幽默，贴近
生活。政务公开变“官腔官调”为“网言网语”，无疑更
接地气，让人喜闻乐见。此前，江苏淮安就曾尝试将
信息公开变成“私房菜”，以“店长”的身份发布棚户

区改造、重大项目建设等各类政务信息“小菜”，后面
是“店小二”举着喇叭请公众“品鉴”和“吐槽”，如此
网络化的语言迅速拉近了与公众的距离。

政务公开善用网络语言，应该成为各级政府部
门的标配。眼下，移动互联网大潮滚滚而来，各级政
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必须主动适应网络信息时代发展
趋势，大力提升网络素养，学会“懂网”、敢于“触网”、
主动“用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专家建议稿)》起草者周汉华提
出，政务信息公开已经进入大综合的3 .0版时代，就是
要把过去的很孤立的、被动型的信息公开制度向上
游和下游延伸，“向上游延伸就是更及时地公开，往
下游延伸加强对信息的解释和解读”。各级政府都应
与时俱进，以人民为中心，用网民的语言讲给网民
听，真正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

今年8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八部门制订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
案》。方案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
业，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超过60
分钟，初中不超过90分钟，中小学校每天要安排30
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9月24日《新京报》)

现行的应试体制之下，孩子们弱小的肩膀，早
早地承载着沉重的功利负荷。要破“减负困局”、

“教育困局”，首先是尊重孩子。无论于孩子的身心

健康，还是孩子的学习效果，都应一张一弛，放学
以后应该不再受作业的“羁绊”。

孩子没有了家庭作业，可以去做点公益，从小
树立公德意识；可以做做家务，培养劳动观念、提
高动手能力；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读点闲
书，玩耍游戏。即使是发呆、遐想，给心绪一点宁静
栖息的时间，从中的收益，或也并不比做作业少。
因此，期待“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的规
定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文/钱夙伟 漫画/张建辉)

浙江电视台6频道1818黄金眼节目微博9月
23日消息，安徽人小唐今年31岁，有3个孩
子，租住在湖州市南浔区的城乡接合部。小唐
告诉记者，9月5日，儿子在家门口的路上被黄
色土狗咬伤，之后送去医院打狂犬疫苗，第四
针还差两天，孩子突然发病，于9月19日零点
死亡。

孩子被土狗咬伤，并按医嘱打狂犬疫苗，
仍然未能阻断狂犬病。对此，部门给出的解
释，是打狂犬疫苗有多针，前后需要约一个月
时间，而狂犬病潜伏期有长有短，若在狂犬疫
苗生效之前发病，则一点办法没有，这不禁让
人感到恐惧。因为，当下养狗的人越来越多，
而规范养狗行为、调节养狗社会关系等法律法
规缺失，养狗行为比较乱，“人狗矛盾”越来
越多发。

当前的“人狗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流
浪狗比较常见，随时可能碰上，一旦伤人，受
害者很无辜，也很生气，却没地方发泄，内心
郁积着怨气；二是有的养狗人疏于管理，土
狗、宠物狗伤人事件频发，且事后态度傲慢，
受害者及家属气愤，也容易激发群体性矛盾；
三是怕狗厌狗的人很多，对遛狗不拴绳、宠物
狗随地大小便等行为很有意见。

事实上，公众对“狗患”问题抱怨多时，

舆论呼吁破解“人狗矛盾”也有多时，当下的
问题，一是法律法规缺失。目前，只有部分城
市对养狗行为作出一些规定，全国统一的规范
的“养狗规定”尚阙如，地方版“养狗规定”
的效力不大；二是执法人员严重不足，执行效
果一般，公众舆论争论不止，“狗患”问题没
有减少，“人狗矛盾”没有根本缓解。

“狗患”问题也好，“人狗矛盾”也罢，
根源在于主人对狗管理不善，也正因为如此，
“狗患”问题才越来越多，“人狗矛盾”才越
来越突出。值得关注的是，每当发生“狗伤
人”事件，不再是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是已
经演变成两个群体的矛盾，即爱狗人士与怕狗
市民之间的矛盾。两个群体往往在网上对骂，
有的甚至在线下“约战”。这足以说明“人狗
矛盾”在酝酿，不排除发生极端事件，并有可
能成为诱发事故的导火索。

仔细观察发现，已经有网友开始抱怨，每
年被恶犬咬了得狂犬病的人比乘坐网约车遇害
的人多得多，早应该管一管养狗行为了。这不
是夸张，而是现实，也是有代表性的声音。笔
者认为，这样的舆论呼声不能被忽视。尤其在
把烈性犬当宠物养的人越来越多的当下，如果
不及时规范，狗对人的威胁没有最严重、只有
更严重。因此，规范管理养狗，事不宜迟。

政务公开应善用网络语言
□ 张淳艺

又见狂犬病死人

规范管理养狗不能等
□ 王 捷

■ 漫 画

22日上午8时许，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车溪景
区王家坝景点一演出场所房屋垮塌，造成1人死亡、
5人重伤、16人轻伤。事故发生后，湖北省委、省政府
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安监、旅游等部门汲取教训，
举一反三，进一步强化旅游安全检查，加强隐患排
查，确保旅游安全。(9月23日《楚天都市报》)

三天的中秋小长假结束了，马上就是长达七
天的国庆黄金周，全国范围内的景区景点掀起了
一股降价潮，这势必进一步刺激国人的出游热情。
然而，这起发生在宜昌市车溪景区王家坝景点的
房屋垮塌事故，又给大家提了一次醒。我们必须从
这样的意外事故中吸取教训，既要由景区景点来
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提高景区的安全系数，
同时又要求地方政府和旅游主管部门来加强安全
方面的监管，进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旅游安全，维护
游客利益。

安全大于天。随着旅游黄金周的到来，不管是
地方政府、旅游部门、安监部门还是景区景点，都
不要只把眼睛盯着能够卖多少门票，创造多少旅
游效益，更应该看看自己辖区内的景区景点，有没
有存在安全漏洞，还有哪些地方需要尽快完善与
弥补，不要等到发生安全事故了，造成游客重大伤
亡，严重损害游客利益了，才想着亡羊补牢，毕竟
这样对于已经伤亡的游客和其家属来说，已经没
有太大的意义。从主观上说，对公民个体来说，生
命只有一次，自己也要高度注意旅行安全。

黄金周将至

别忽视了旅游安全
□ 苑广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早有明确规
定，餐饮企业必须提供免费、收费餐具供顾客选
择，使用前也要明确提醒、告知，否则顾客有权拒
付。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不少餐饮企业为了节约成
本、谋取利润，而违规操作，让消费者在餐具上“吃
暗亏”。最近，市民宗先生在南京一家“靓蛙馆”就餐
时就中招了。(9月24日《扬子晚报》)

饭店使用收费消毒餐具，根本在于“利”。
业内人士介绍，用塑料保鲜膜包裹的消毒餐具进
价0 . 5元，但消费者就餐时却每一套收取2元；而
使用免费餐具，清洗成本高，且没有了使用收费
消毒餐具的收益，于商家不划算。此外，一些消
费者一味忍让，或不注重细节消费，更或者不善
于维权，事实上纵容了“餐具使用都要付费”这
样的霸王条款长期存在。

不能让消费者在餐具费上“吃暗亏”，消费
者维权意识很重要。不仅要善于发现其中的猫
腻，而且也应勇于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唯有
人人善勇于“向恶挥刀”，一些违规行业潜规则
才会消弭乃至绝迹。与此同时，市场监管不容缺
位，对于暴露出的此类问题，监管部门当加强针
对性监管与整治，促使行业改过自新。否则，监
管疲软只会滋生乱象。

餐具费不能让

消费者“吃暗亏”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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