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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方新报》报道，

7月27日，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城管局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首府对随地便

溺者采取智能抓拍，防止

部分市民随地大小便。

近来，执法部门对于

首府存在的随地便溺行

为展开了综合整治，成效

显著。尤其是对一些违规

者施以了高额经济处罚，

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使得

“不能随地便溺”的警告

更进一步深入人心。但毋

庸讳言，执法人员的巡查

工作不可能全天候、无死

角，如果没有公德心、羞

耻感做支撑，想“犯案”还

是有机会的。

如何能让市民保持

“慎独”的意识？智能抓拍

是个不错的手段。语言提

示与摄像头的组合使用，

犹如有人在旁发出警告，

提示其不可为所欲为。它

的功效不是获得线索追

查便溺者，而是最大程度

激起他们的羞耻心，唤醒

他们的公德良知。毕竟，

不光彩的隐私若被记录

在案，放给大多数人，会

感觉大失颜面，心里忐忑

不安。

对随地便溺行为进

行抓拍，并非侵犯个人隐

私，而是对有损公德行为

的强力矫正。若要人不

知，除非己莫为。不想留

下丑态，就要把公德二字

牢记于心。

今年年初，退休后去打

印退休信息表时，郑州市民

田大叔发现，自己在档案中

竟然“当”了多年的女性。而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从今年2

月起，他多次往返于原单位

和省社保局，但至今无果。从

冬天到春天再到如今的炎炎

夏日，他的办事历程，可谓

“寒来暑往”。

据悉，河南省社保局工

作人员告知他，企业离退休

信息更改窗口只“对公不对

私”。也就是说，不接受个人

申请办理。当田大叔疑惑：

“我本人带着身份证过来，

也不能证明我的性别吗？单

位的材料为什么就能证

明？”该工作人员依然说，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向上反

映，目前我们的办事流程和

工作原则就是这样。”

这样的“原则”，看起

来机械又滑稽，既是对办事

民众的心身折磨，也是对公

共资源的极大浪费。而最该

坚持的原则———以办事民

众为中心，以高效服务为宗

旨，却不见了踪影。

既然人家有“原则”，

无奈，田大叔只好将情况

反馈给了其退休前的供职

单位，并提交了信息变更

所需的材料。但5个多月过

去了，事情却没有任何进

展，为领取补助而进行申

请的过程，也一直被耽搁。

在常人看来，改正性

别，是“看一眼”就可以核实

的事，可是到了涉事银行（田

大叔供职单位）和社保局那

里，却变成了层层“关卡”，无

尽的繁琐程序和莫名其妙的

原则，以及无休止的等待。让

一位六旬老人，奔波在炎热

的暑天，简直是“烈日灼心”。

然而，一个很浅显的道

理是，身份证即是一个最直

接、最便捷、最可靠的证明，

这也是身份证的基本功能之

一。在这次事件中，出示身份

证也无法证明“我是我”，这

无疑是令人震惊和愤怒的。

更何况，档案中性别弄错，责

任也不在当事人身上，而在

于档案登记者。

荒诞的背后，不仅仅是

“最多跑一次”的办事理念还

没有有效落实，更关键的是，

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还是

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把

自己放在为民众办事的位置

上———自我本位意识太重、

服务意识匮乏，让相关机构、

相关人员把僵化的流程和手

续放在首位，而民众的利益

则不在其考虑范围。虽然最

新消息显示，田大叔的难题

已经解决，但这显然需要更

多地方基层政府引以为戒。

7月29日一段视频，让

一位警察火了。湖北省恩施

市公安局盛家坝派出所所

长秦探，在审讯诈骗孤寡老

人低保款的男子时突然发

飙，拍桌子呵斥。消息传出，

网友力挺秦所长，一边倒地

称赞警察是有血性的人民

公安，一点不违反警务规

定，还起到了震慑作用。

这两名男子窜入湖北

恩施盛家坝乡未通水泥路

的偏僻村组，专挑吃低保的

老年人作案。他们利用老人

的淳朴善良，以“以零换整”

“借钱”为幌子，先后诈骗6

名出于好心帮忙的老人，而

那些老人的全部生活费，只

有这几百元低保款。根据群

众提供的线索，民警终将两

名欲再次作案的流窜犯罪

嫌疑人抓获，并为6名老人

追回全部被骗现金。

诈骗老人、伤害孩子，

除了国法不容，行为人还触

犯了百姓心里的底线，秦所

长的发飙，代表了民众对其

发自内心的声讨。按刑法规

定，几次几百元的犯罪金额

不会被施以很重的处罚，秦

所长的发飙更不代表可以

法外加刑，但嫌疑人应该听

到了所有民众的“审判”。

国家公务人员或者在受

关注度很高的单位工作的

人，他们的言行是被程序严

格规定的，不能有太多“自选

动作”。但制度的规定不能限

制住他们人性一面的自然流

露，不能拿标准动作给他们

的标准外动作扣分，要注意

到这些人流露感情时与社会

认知的高度一致性。

我们经常说立法和执

法“对犯罪分子形成威

慑”，而发飙所长代表的民

众意见，在道德法庭上对

嫌疑人的审判，能教育更

多人不能去以身试法。

日前，由赛罕区环卫
所牵头实施的垃圾分类示
范片区确定了20个试点小
区。7月29日，这20个试点
小区内首个智能垃圾分类
收集平台在闻都新苑小区
投入使用。（7月31日《北方
新报》）

垃圾分类让城市“轻”

下来，已经成为一道必答

题。这几年首府进行了大

量实践探索，智能垃圾分

类收集平台投入使用，此

举有利于垃圾精准投放、

城市精细管理。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

源，分类才能产生真正的

价值，业已成为大家的一

种共识。尽管很多市民有

了认识，但自觉、长期参与

垃圾分类、精准投放的意

识还不强。文明习惯的培

育有一个周期，不可能一

蹴而就，需要从小抓起、从

点滴做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日本，垃圾分类精细化

程度相当高，比如，不同材

质的纸张就分为好几类分

别进行回收。尽管分类非

常复杂，但日本从幼儿开

始便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从小培养公民的垃圾分类

意识。于此而言，要让垃圾

分类“习惯成自然”，除了

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教

育、引导外，还应注重“小

手拉大手”、志愿者的示范

带头，用知识的普及提升

意识，用自治的力量规范

言行，从而形成“垃圾分

类，人人有责；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的浓厚氛围。

垃圾分类要落地，建

立切实可行的奖惩措施至

关重要。从许多地方的探

索性实践来看，采用“有偿

回收”的正向激励方法是不

错的尝试。比如，推行“垃圾

换商品”，鼓励市民用积聚

日常生活中的牙膏壳、塑料

瓶等换取日常用品；又如，

建立“绿色账户”，积分能在

微信、支付宝中兑现使用，

或者冲抵物业费。只有让垃

圾分类的好处“看得见、摸

得着”，并形成有效的激励

约束机制，才能让人们真正

爱上垃圾分类。

一言以蔽之，垃圾分

类是人人都能做到也能做

好的小事，有教育引导，有

奖惩机制，再加上自治的

力量，管治并举打好持久

战，就会促使人们垃圾分

类行为慢慢固化，成为“践

行绿色生活”的新风尚。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

明“本土声音投稿”。

垃圾分类要出实招重实效
文/徐剑锋

◎◎读者热评

六旬老人证明“自己是男的”咋这么难？
文/与 归

◎◎不吐不快

“道德法庭”审判能教育更多人不以身试法
文/蒋 举

上周，宁波市妇儿医
院小儿烧伤科住进来一
名3岁男孩，他撂倒了桌
子上的电热水壶，滚烫的
开水烫伤了他的胸口和
两个上肢。一看胸口起了
水泡，平日里负责带孩子
的外婆想起河南老家治

疗烫伤的土方法，急急忙
忙从厨房里抓了一把盐
撒在外孙的胸口上，孩
子立马哭声震天。等孩
子的妈妈赶到时，已经
来不及了。奶奶听信“偏
方治大病”，结果导致病
情加重。

郭元鹏评论说：听信

“偏方治大病”，以致孩子

休克昏迷。主治医师说：

如果胸口上不撒盐，孩子

的伤情不会发展到三度。

如果盐不干净有细菌，还

会引起感染。

一些民间偏方确实

能够治疗疾病，但是更

多的实际上就是伪科

学。别再轻易相信这些

偏方了。

“伤口撒盐”偏方不可信

◎◎微评

用智能抓拍激起羞耻心
文/山 歌 画/沈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