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减负年”来了！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
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
通知》，明确提出将2 0 1 9年作为“基层减负
年”，强调要更好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激励广
大干部担当作为、不懈奋斗。

“基层减负”的《通知》，只有2000多字，却
是圈不完的关键词、划不完的重点句，读起来十
分解渴过瘾。如，“填表报数”是基层干部最大
的“槽点”。《通知》指出“对县乡村和厂矿企
业学校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减少50%以上的目标
要确保执行到位”，直接将考核事项砍掉一半。
再如，文山会海的反弹回潮，让基层干部苦不堪
言。《通知》指出“确保发给县级以下的文件、
召开的会议减少30%－50%；上级会议原则上只开
到下一级；未经批准不得要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以及部门一把手参会”。上面布置任务，
中间层层加码，层层压力传导，最终“苦”了基
层。《通知》强调，要有效解决问责不力和问责
泛化简单化等问题，凡事往下甩锅行不通了。

“基层减负年”，首先是基层干部的一大

“利好”。基层苦、基层累、基层难，必须把基
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提供材
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贯彻落实好《通知》要
求，就要更加关注基层、关心干部，下气力铲除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使基层干部从“繁文缛
节”“文山会海”中抽身，拿出更多时间和精
力，多到群众身边，多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把
更多精力用在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来。在这个意义上，“减负”是为了基层干部
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是基层干部
更好地把握基层治理规律，不断提升落实能力的
新机遇。

不仅如此，“减负”还是上级单位提高治理
能力和服务基层水平的新契机。基层负担重，既
有思想作风问题，也有本领问题。如，基层会多

文多、名目繁杂的督查检查考核多、流于表面的
痕迹管理多，就与一些上级单位的固有习惯、工
作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不能唯台账是举、以材料
论英雄，那么，以什么论英雄？不能搞“责任甩
锅”，不能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
不能动辄签“责任状”，一些陈旧落后的工作方
式方法必须要改变。对上级单位来说，既要严格
贯彻落实中央要求，不打折扣，坚决把干部从一
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也要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科学合理设置指标，体现差异化要求，注重
工作实绩，多到现场看，多见具体事，多听群众
说，更多关注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更要有效减轻
干部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
者负责，这也是个新挑战，更是一道必须答好的
新课题。

两年前，16岁的小芳从学校寝室高低床摔下，
腰椎骨折，神经受伤，大小便失禁。10日，记者获
悉，经过近两年的等待，小芳终于拿到了二审的判
决：她承担55%的责任，学校承担45%责任。（3月11
日《武汉晚报》）

近年来，学校上铺坠床事件不时见诸报端。上
铺坠床，各有责任，但确实与床的结构有很大关
系。目前各校普遍使用的学生公寓床多为“上床下
桌”或“上下铺”结构，上铺距离地面高度为1 . 8米，
上下床不方便不说，而且防护设施简单，一旦意外
摔落，后果不堪设想。

据报道，沈阳有一个叫刘树国的木匠，被上铺
坠床事件刺痛，他耗时十年，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历经上百次修改，研发出一款被称为“寝室神器”
的学生床。这种床将“上床下桌”结构变为“下床下
桌”，彻底告别上铺时代，床桌一体、即时转换。不
仅保障了学生的使用安全，而且在发生灾害时，能
大大缩短学生的应急逃生时间。

“寝室神器”的发明充满了温情。那么，当上铺
坠落事件依然在发生，为了孩子的安全，一个木匠
付出十年心血的成果，能不能真正发挥出“寝室神
器”的效应？（文/钱夙伟 漫画/张建辉）

北京出租车司机王国勇很为孩子的近视发
愁。最近，他刚给上六年级的女儿配了一副近视
眼镜，“巴掌大个脸，还给戴一大眼镜框，但是没
辙，已经300多度了。”（3月11日《中国青年报》）

这位家长的烦恼具有代表性。世界卫生组织
曾经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目前我国近视患者人
数多达6亿，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小学生
的近视率也接近40%。近视发病率越来越高，儿童
发病年龄越来越小，甚至有的孩子三四岁就出现
了近视。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小眼镜”数据
令人触目惊心。

让孩子早早戴上了眼镜的原因较多：越来越
多的科技产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使孩子们
经常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电子设备的过量使用
是最主要的诱因；长时间学习压力导致用眼强度
大增，眨眼频率降低；户外活动少……而一些学
校大力推行“电子书包”“电子课堂”，使用平板
电脑教学。更加剧了孩子们的视力损伤。

与近视高发相对的却是孩子和家长们对于
近视危害的轻视，人们普遍认为近视没什么大不
了的，带上眼镜就可以了。其实不然，近视是一种
慢性疾病，一旦得了便不可逆转，随着身体的生
长发育，儿童的近视度数还会随之增长，轻则影
响日常生活，需要佩戴眼镜、药物、手术治疗等予
以矫正；重则导致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甚至眼盲。
这是佩戴眼镜或者是激光矫治都不能解决的问

题
“小眼镜”成群对于国家的危害隐秘而深远。

一是近视具有遗传性，“小眼镜”们成年生育后，
会影响下一代的健康趋势和国民体质；二是影响
高精尖等科研活动。必须知道，飞行技术、航海技
术、消防工程、刑事科学技术、侦察、海洋船舶驾
驶等专业对视力都是有要求的。孩子的视力问题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未来学习相关专业、从
事相关职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会面临后继
乏人的窘境，此乃中国作为“近视大国”的现实隐
忧。

有效控制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发病率，甩掉
青少年近视率世界第一的帽子刻不容缓。前年，
有关部委出台了《关于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的指导意见》，今年多位人大代表呼吁关注
青少年近视问题，防治近视受到国家层面的重
视，“小眼镜”成为社会“大关切”。

学校、家庭和公民都要把防治近视作为重要
工作来抓，因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提高近视
防治水平，发挥宣传教育作用，让人们尤其是孩
子知道近视的严重危害，建立健全眼部卫生保健
制度，控制电子设备使用时长，多做户外运动，培
养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及用眼习惯，科学制定健
康计划，逐步实现“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宏伟目
标，使孩子们能用清亮的眼睛、强健的体魄和健
康的心灵建设美好的未来。

■ 漫 画

“减负”是基层和上级的双重利好
□ 孙秀岭

“小眼镜”

应成社会“大关切”
□ 斯涵涵

“一树新栽益四邻，野夫如到旧山春”，一年一
度的植树节到了。这几天，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形式
多样的植树造林活动。

我国自古就有植树栽绿的传统，古人留下了
不少与此相关的经典诗文。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确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
树节，把植树上升为一项国家工程。《关于开展全
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强调，每人每年要义务植
树3至5棵。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大家纷纷参与植
树。义务植树深入人心，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起
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植树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重“植”轻
“管”，部分存在“春天种，夏天黄，秋天死，冬天进灶
膛”现象。症结在于管护不周，可解决问题必须从
概念走向具体，反思时，恐怕要强调一下“术业有
专攻”。植树是一门学问，什么土壤适合种什么树，
什么树种具体怎样养护，其实都具有一定的专业
性。

在义务植树的热潮中，必须推崇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过去讲义务植树，更多是直接种植树
木，而现在，则有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
愿服务等多种选择。即便是直接参与植树，也可以
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因此，植树过程中强调

“术业有专攻”，体现了对科学性的追求，这能够为
承担植树义务创造更好的条件。

近日，有市民发现，厦门市湖里区中埔社嘉禾
路和海堤路中间挂着一条与众不同的交通标
语———“珍惜生命，严禁横穿，此处行人横穿已死
亡2人”。这条严厉标语说法瞬间引发热议。（3月12
日《厦门日报》）

不得不承认，“死亡2人”简单直接，有相当的情
感冲击力，让人一下子就把不遵守交通规则，横穿
马路和死亡联系在了一起。

有反对者认为，这样的交通警示语过于简单
粗糙，不够文明。问题是，传统的交通警示语，虽然
看上去正规、严肃也文明，但是警示效果却差一
些。尤其是长期以来内容大同小异的交通警示语，
早已让一些人产生了审美疲劳。

标语严厉一些，有时还是有必要的。特殊路
段，重点给予强调警示，也是为行人安全着想。事
实上，全国各地交警在查获交通违法违章的司机、
行人的时候，都会组织当事人观看车祸视频，这些
视频无不惊心动魄、惨不忍睹，大多数人对此并不
反对，认为此举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厦门交警部门表示，采用这种显得另类而吸
引眼球的警示语以后，效果立竿见影，基本没有行
人再横穿马路。所以说，对于交通警示语，只要没
有违反国家法律，没有违背公序良俗，还是应该多
些创新，坚持效果至上的原则。

植树讲义务

还要强调“术业有专攻”
□ 毛建国

严厉交通警示语

值得点赞
□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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