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
联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4年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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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5周年。全
国政务服务“一张网”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极
大提高了办事便捷度。在越来越多的“关键小事”都能
在线速办的同时，仍有群众在为切身利益向职能部门求
助中，遇到工作人员“只微笑不办事”，态度积极、行动消
极，解决问题“在跑步机上前进”。

当前，全党正在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重申并完善了“对涉及群众生
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
决而不及时解决，庸懒无为、效率低下，造成不良影响”

“对符合政策的群众诉求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不作为、
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等的处分
内容。

开门“笑”、办事“拖”、问题“推”、开会“忙”成为少数
干部的“工作经”，这类“只微笑不办事”的新形式主义其
实也是一种庸懒无为。这样的“作秀”，让群众受了累、
冷了心。

托幼、养老、办证、物业……这些事牵动民生。在涉
及百姓切身利益问题时，职能部门近年来“门难进、脸难
看、话难听”的作派少了，“打太极”“拖字诀”“踢皮球”的
魅影仍不时显现。尤其需要协调才能解决的问题，少数
干部接待群众笑容满面，承诺信誓旦旦，干起事却拖拖
拉拉。

“只微笑不办事”的“面纱”下，还是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在作祟。他们往往把规章制度、服务承诺“写在纸
上、挂在墙上、喊在嘴上”，但就是没有体现在行动上。
群众观念一旦出了偏差，工作能力难以提升，“想群众之
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也成了一句空话。

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不但要脸上有笑容，更要抓
紧办实事。改革进程中，越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越
是锤炼干部综合素质、提升攻坚克难能力的“磨刀石”。
广大党员干部要拿出更加有效的举措，在工作中善接烫
手的山芋，敢啃最硬的骨头，切实维护群众的合理诉求
和合法权益。

干得好不好，民心是杆秤。出现在群众脸上的笑
容，就是对工作实绩最好的褒奖。

“只微笑不办事”，要不得
新华社记者 李亚楠

““11米高度米高度””折射城市温度折射城市温度
周珊珊

社会观察

中国有 2 亿多老年人，养老金就是他们的养老钱。
为适应城乡加快融合的新形势，相关部门和地方正积极
作为，努力打通养老金跨区域、跨类别、跨城乡互通互联
的“堵点”，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给“我们老了怎么
办”一个暖心答案。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截至今年3月
末，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亿人，已建成世
界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体系。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与此同时，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和
城镇化加速推进，不同类别养老保险间的转移接续、重
复参保如何退保、社保卡到期能否异地更换等成为百姓
关切的新问题。相关部门需要拿出更加有效的举措，解
决好百姓急难愁盼问题。这是“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应
有之义。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人口向大城市群集中、城乡融
合形成迁徙式养老等社会趋势，使得养老金跨区域、跨
类别、跨城乡等问题叠加在一起。加快推进养老金全国
统筹刻不容缓。

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面向城乡“候鸟”人群优
先普及线上办理业务，通过手机App、网上服务平台等，
跨越不同区域、跨越不同政策，降低老年人时间和精力
成本，提升整体服务体验。

要聚焦老年人日常生活，想办法以养老金转移衔
接、领取等为突破口，让老年人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路难行，行则必至；事难做，做则必成。
期待养老金这张互联互通的网越织越密，期待有关

部门的举措更高效暖心，让群众安心养老，一起呵护“夕
阳红”。

打通推进养老金
全国统筹“堵点”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入夏以来，户外饮茶成为不少市民的选
择。在市区一些空闲的人行道上，一些市民摆
好小桌椅，悠闲品茗，好不惬意。但与此同时，
个别市民将茶摊桌椅摆上了草坪，将垃圾随手
丢弃，影响周边的卫生环境，破坏了整体的文明
和谐。

夏日晚间茶水飘香，本是城市中的一道独特
风景线，一种独具烟火味的生活气息，但如今，原
本的“茶水飘香”之美，却变成了城市“文明之殇”
痛点。这种现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市民文明意
识的淡化。部分市民在消暑纳凉的同时，却忽略

了自身不文明行为对卫生环境带来的影响。随意
丢弃垃圾、废弃物，破坏了周边原本整洁的休闲环
境，间接地使自己的休闲体验打了“折扣”。另一方
面，相关部门也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管理。对于个别
市民的不文明行为，工作人员应当及时进行提醒和
规劝，纠正其不文明行为。

一缕茶香，带来一份清凉，也引出一城文明。
“茶水飘香”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应该是一种城
市生活的态度，一种美好文明的氛围。不要让莫让

“茶水飘香”成了“文明之殇”，它需要市民们和相关
部门共同发力，共同守护。

莫让“茶水飘香”成了“文明之殇”
周家天

延河观澜

微 评

一个判决改变和影响的，不只是某个人，而
是一个群体、一个大的社会环境。

——正在遭受校园霸凌的未成年人出手反
击，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第40批指导性案例，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
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案例。《新京报》
评论，对于未成年人反霸凌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
卫，应根据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作出认定，而不
能按照成年人的标准予以苛责。有了这些标杆，
以后类似案件都必须“照此办理”，反校园霸凌不
再有后顾之忧。

诸多因素导致网售食品监管“盲区”存在，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容易“踩雷”，更有可
能为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留下口子，为食品安全
埋下隐患。

——包装上配料表位置不够醒目、内容表
达模糊不清甚至刻意漏写、买家不主动索要时
客服就不提供……近期一些消费者吐槽网购
食品如同开盲盒，配料表“遮遮掩掩”“羞于示
人”。《南方日报》评论，网售食品配料表不能
“隐身”。作为消费者，同样有必要增强鉴别能
力和安全意识，勿盲目跟风，一旦出现消费纠
纷，应积极主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要求赔偿
损失。

“儿童成长陪伴师”并没有十分明确、严格的
人才准入标准、服务细则和违约责任，“好坏全凭
运气”。

——近段时间，社交平台上涌现大量“儿童成
长陪伴师”招聘笔记，工作内容是陪孩子学习、运
动、玩耍，在陪伴中观察孩子的习惯并引导调整，这
个“新职业”因新奇、小众、高薪等特点被广泛讨
论。《工人日报》评论，新兴职业都会经历从无到有、
由乱到治的过程。如何让陪伴类职业尽快去芜存
菁，加速形成“正规军”，对从业者权益保护、职业发
展，以及满足消费者多元需求，都十分重要。

自动续费既破坏了诚信经营的原则，也侵犯
了用户的合法利益。过往案例反复证明，不拿用
户权益当回事，迟早会翻车。

——一段时间以来，App自动续费问题频遭
吐槽。其中，黑榜上90%的App都是从正规应用
商店下载。《北京日报》评论，App带“病”上架，平
台不能免责。App与其绞尽脑汁“算计”消费者，败
光用户缘，倒不如踏实优化服务，带给用户更好的
体验，让更多
人愿意主动续
费而非暗暗强
买强卖，这才
是长远之道。

“6·18”网购节将至，京沪两地
56家出版社联合声明抵制某电商图
书大促一事引发关注。

电商平台叫屈，说大促是为提
高销量，再让利消费者；出版行业
不满，2-3 折的促销价已快击穿成
本线，平台是慷他人之慨；部分消
费者不理解，认为图书定价本就虚
高，让利理所应当。听起来，各有
各的道理。

目前图书销售主要依赖电商渠
道，因竞争激烈，为争夺市场份额，
低价策略在电商平台已呈常态化。
平台低于成本价卖书，是经常发生
的事儿。而长期的促销策略，使得
许多读者养成了“等活动才买书”的
习惯，出版业“很受伤”。

在强势的电商平台面前，出版
商话语权有限，缺乏议价能力。有
业界人士表示，哪怕价格被打到“骨
折”，看在薄利多销的份上，也只能
忍了。此前“1元卖书”“9块9包邮”
等促销都曾引起抗议，但最后也不
了了之。

消费者吐槽图书价格虚高，出
版商也是满腹委屈，为了应对折扣，
在成本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还要维持
利润，只能被迫提价。长此以往，高
定价、低折扣形成恶性循环。

应当说，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必
要的，这会倒逼各方提高商品质量、
提升服务水准。在优化生产、管理、
运营方式的基础上，降本增效让利
消费者，自然是件好事。但竞争应
有序，无底线的“价格战”或只是一
场没有赢家的“战役”。

数据显示，图书的出版运营成
本约占定价的三成左右，在手机阅
读日益普及的今天，实体图书的出
版发行本就面临巨大的挑战，价格过低只能导致图书
出版品质不断下滑。

“杀鸡取卵”式的“价格战”，还会破坏良性的行
业生态。一些出版商或因无力再投入再生产，从业
者也因缺乏激励，影响文化创造的活跃性和文化产
品多样性。

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过度依赖“价格战”，遭遇
商家抵制也会影响其商誉。平台与出版商本应是
同盟关系，探索建立更健康的合作模式，在让利
消费者和保证行业有序发展之间找到平衡，才是
关键。

而这，对图书出版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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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上海首个24小时公园图书馆近日满
月了。这个名为和平书院的图书馆藏书8.2万余册，
首月接待读者16.5万人次，实现图书借还超5.1万册
次，新增借阅卡读者逾1800人次，其中不乏深夜借阅
的读者。和平书院的火爆，折射出社会公众对公共文
化空间的渴求。

和平书院做对了什么？简单来说，它有几个特
点：一是以城市公园为载体，实际上是在公众开展
休闲活动的集中区域，增加了阅读消费功能；二是
形成多种业态的城市公园阅读集群，和平书院由
综合馆、少儿馆、艺术馆、刊茶社和一个中心阅读
绿地组成，多元的功能分区更能满足不同群体的
阅读需求；三是昼夜运营。基于此，和平书院得以
实现空间、时间、功能等多个维度服务的拓展，其
崭新的运营模式，是对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
有益探索。

营造公共文化空间首先要讲究便利性。从单
纯售卖图书到提供茶座、饮品服务，书店服务模式
发生了巨大变化。集阅读与休闲于一体的新型书
店，受到公众的喜爱。但这些新型书店多数开在
商业区，经营面积也比较有限。提升公共文化空
间品质，就需要在服务时间、服务空间两个维度上
进行拓展。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园建设成效显著，
这些公园集绿荫、绿道、运动、知识普及等多项功
能于一体，为公众休闲娱乐提供了空间，在一些农
村地区，公共活动场所建设也在推进，倘若能结合
城市公园、村社绿地等，因地制宜地推进公共文化
空间建设，将极大便利社会公众的文化消费和精
神涵养。

公共文化空间开发要注重功能多样。公共文化
空间靠什么吸引公众？必须回应各类群体的需求，让
不同的个体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对学生
群体、城市白领、老年群体等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知识
背景的人群来说，需求必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不能进
行功能分区，简单将各项功能杂糅在一起，公共文化
空间很可能变成一个“四不像”或者“大杂烩”，在哪个
群体面前都不讨喜。和平书院尝试对不同功能进行
区分，比如，综合馆以艺术人文为馆藏特色，少儿馆以
自然科学为馆藏主题，开馆后确实受到不同年龄群体
的青睐。与此同时，和平书院通过举办艺术展、阅读
分享、新书发布、亲子体验等活动，进一步丰富了服务
方式，聚集了人气。

可持续的运营能力是公共文化空间生存的基
础。坚持公益性和非公益性“两条腿走路”，互相促进
形成一定的营利能力，公共文化空间才能持续提供优
质的服务。公共文化空间的运营可以更加开放，提升
空间功能布设的灵活性，广泛打造与潜在合作伙伴进
行创意共赢的“接口”，实现资源优势互补。比如，与
公共文化机构、历史纪念馆、邮政部门合作，围绕文
学、艺术、自然、生活、文创等主题，为读者奉上形式多
样的阅读分享、文化体验、艺术鉴赏等。在合理调配
工作人员班次的同时，广泛招募协助服务的志愿者，
增强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感，也是提升服务品质的良
好途径之一。

公园图书馆“忙”说明什么
济兼

前不久，湖北省武汉市公示2024年
首批儿童友好社区、儿童友好图书馆拟
评定名单。自 2023 年 4 月成功入选第
二批建设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名单以来，
武汉确定了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建设儿
童友好城市。今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
告发布的社会民生实事中，直接与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相关的工作有14项，占全
部民生实事的27%。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景区加入背诵
经典诗词可免门票的行列。武汉突出
儿童友好理念，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开
展活动，14岁及以下儿童背诵与黄鹤楼
相关诗词 3 首，可免 1 位同行者门票。
这一举措，让不少家庭参与其中，其乐
融融。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是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部署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到
《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推动儿童友好要求在公共服务等方
面充分体现，再到《城市儿童友好空间
建设导则（试行）》明确儿童友好空间的
规划、设计、建设等要求，我国关于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的制度设计日渐完善，推
动儿童友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儿童友好的程度，标注着城市发展
的水平。“1米高度”是儿童看向城市的
视角。坚持“1米高度”视角，推进儿童
友好空间建设，让人更真切地感受到人
民城市的建设温度。北京加强城市公
共空间适儿化改造，增设“安心通学路”
和“爱心斑马线”，改善儿童出行环境；
天津打造示范性儿童友好社区，推动利
用社区空间建设儿童之家、图书室、体育
场所、游戏广角等；江苏无锡市连续多年
开展“江阴小市长”评选活动，让城市更
新项目融入儿童智慧……“硬件”和“软
件”同向发力，儿童友好已然成为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儿童友好理念也

正在成为全社会共识和全民自觉。
儿童友好不仅是人民至上的实践

要求，也蕴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潜力。
近年来，人民群众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弱有所扶”等方面的美好生活需
要日益增长，带来了产业发展的新契
机。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的建设，涉及
儿童的吃、穿、住、用、行、学、医等各个
领域，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优化转型，
不断创造新的供需增长点，在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儿童提供更好服
务和成长环境。

“小小的手传递着梦想，微微的光
一样闪着光芒。一米高度看城市模样，
让笑容写在脸上……”广东广州市儿童
友好城市主题曲里这样唱
道。关爱儿童，就是守护未
来。相信在全社会共同关
注、共同努力下，定能实现城
市发展与儿童友好的双向奔
赴，让发展更有温度，儿童更
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