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
!

2017年11月28日 责任编辑：李 元 版式策划：赵玫兰 责任校对：续理行

假证“转正”
文/木须虫 画/闵汝明

通过网络联系，花费
不到3000元，即可获得一
本教师资格证。尽管是假
证，但是登录教育部门官
方网站后，居然可以通过
验证。假证“转正”的背后，
是一整条串联起买家、卖
家、黑客、非法制证者的售
假链条，且犯罪手法目前
在国内尚属首例。（11月26
日《新京报》）

不但公然售卖假证，而

且还可以在教育部门官网

进行验证，无疑，这样的假

证更有欺骗性，对公共管理

秩序的危害不容小觑。

不过，假证“转正”运

用的黑客技术并不高明，

例如，在网络诈骗中常见

的各种钓鱼网站与交易验

证程序，所运用的正是类似

的技术。可见，假证“转正”

敲响的还是信息安全警钟。

现代社会信息与诸多利益

紧密相连，必然使得信息安

全与信息技术运用构成影

与身的关系。维护信息安

全，不能只盯着信息安全犯

罪的打击与惩治，更应着眼

于技术上防范，提高安全等

级，筑牢防火墙，毕竟大部

分信息安全犯罪利用的都

是信息系统的漏洞。

维护信息安全，公共

管理机构应当先行，既要

进一步提高信息安全防护

的意识，还要逐步推动信

息系统建设、管理维护的

一体化，改变政出多门的

弊端，同时，也应逐步建立

公共管理信息安全防护技

术标准，保障公共管理的

安全性和权威性。

为了提升全市餐厨垃圾规范处置水平，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加卫生、整洁的生活环境，
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决定继续深入推进“厨房革命”工作，彻底治理餐桌污染问题，在全
市范围内全面开展严厉打击随意丢弃、随地倾倒餐厨垃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11月
27日《北方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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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将垃圾处理也纳入“笑脸”评定
文/刘云海

餐厨垃圾乱倒，看似是商家个人小事，却是城市文明与环

保大问题。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严厉打击随意丢弃、随地倾倒

餐厨垃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无疑是应时应势之举。

现在有不少地方已启动饭店酒店的等级评定工作，市民

下馆子时只要看看餐馆里挂出的代表餐饮动态等级的“笑容”

表情，就能判断这个餐馆的服务质量和卫生状况，也就能够有

选择性地“看脸吃饭”。笔者以为，整治部分餐饮单位乱倒餐厨

垃圾行为，也可以将之纳入“笑脸”评定范围，让消费者多一个

参考和借鉴渠道，也为商家增加一道紧箍咒。

当然，在堵住这些餐饮店的餐厨垃圾不合理出口的同时，

相关部门更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在扎紧入口上下工夫。比

如，在这些餐饮店最初报批的时候，职能部门就应当深入调查

了解，看其在餐厨垃圾处理的硬件方面是否达标，是否会对城

市环境造成影响，对存在明显隐患的餐饮店不予审批。即使审

批通过，也应在后期加强监管。一旦发现有违规现象，应立即

责令整改，甚至关门取缔。

餐厨垃圾污染需标本兼治
文/德 昂

餐厨垃圾随意倾倒，是许多城市街巷卫生管理

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尤其到冬季，一些城镇许多街巷

路段的排水口上，往往被倒上去的餐厨垃圾堵塞，有

的还形成冰堆，影响行人及车辆通行。开展餐厨垃圾

规范化管理专项行动，是有效地治理餐厨垃圾污染

的有力措施。但要使治理成果保持下去，则需要在治

标的同时，采取措施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首先是让餐

饮经营者提高认识，严格遵守餐厨垃圾处理的相关

规定。其次是对违反规定倾倒餐厨垃圾的行为，不论

数量大小都要给予重罚，直至停止其经营行为，方能

见效。

另外，许多小饭店没有排污水等方面的设施，其

直接倾倒的污水废物，是产生餐厨垃圾污染并影响

城镇卫生的一个重要源头。专项治理过程中也要使

这样的餐饮经营接受管理规定，配备相关的设施，才

能使城镇卫生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

灾害信息员不能止于“有”
文/桑胜高

11月24日，自治区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
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
革的实施意见》作了简要介
绍。意见提出，要推进基层
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嘎查
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
会和企事业单位普遍设立

灾害信息员。（11月27日《北
方新报》）

防灾减灾，基层是关

键。基层不仅是各种灾害影

响最直接的对象，也是防灾

减灾救灾的第一线。可见，

在基层单位普遍设立灾害

信息员，目的就是为了强化

基层这个防灾减灾的关键。

但是，这里有个重要前

提，即灾害信息员要真正发挥

作用。如果仅仅是设立了灾害

信息员，但却发挥作用不佳

或者形同虚设的话，也未必

就能取得好效果。换句话说，

基层单位的灾害信息员不能

止于“有”，更要发挥作用。

要让基层单位的灾害

信息员真正发挥应有作

用，首先，基层单位所配备

的灾害信息员要业务精

湛、素质过硬，能够胜任防

灾减灾救灾的相应工作。

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在

普及基层单位灾害信息员

时要严把“入口关”。其次，

政府要加大投入，从薪酬

待遇、教育培训、业务指导

等方面保障好灾害信息员

的相关权利，让他们专心

于防灾减灾工作。第三，相

应的监督考评机制要到

位，通过日常监督、阶段性

考评等措施，推动灾害信

息员主动履职作为，防止

人浮于事、不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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