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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半蹲式窗口”等着被发现？
文/长 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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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聚焦

随着《人民的名义》热

播，电视剧中被达康书记

批评的光明区信访局低矮

的窗口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印象。4月17日，有市民称，

电视剧中让办事群众叫苦

不迭的小窗口在湖南株洲

上演了现实版，出现在火

车站派出所的制证点。后

经媒体曝光后进行了整

改。

就在不久前，郑州市

人社局“半蹲式窗口”刚被

曝光，接着湖南株洲也出

现了类似的服务窗口。人

们不禁要问：到底还有多

少这样的“半蹲式窗口”为

难着办事群众，让人“站也

不是蹲也不是只能半蹲

着”？

现实中类似的窗口恐

怕不限于已被曝光的这两

处。被曝光的两个部门表

示要整改，但说到底，这仍

是一种舆论倒逼作用，并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些机

关单位的服务意识问题。

并且，舆论倒逼的作用总

是有限的，那些没有被关

注到的“半蹲式窗口”又如

何能自觉地整改？

“半蹲式窗口”的出

现，症结在于一些部门不

能摆正位置，缺乏为民、便

民的意识。人社局办事大

厅、公安制证点都是十分

繁忙的服务窗口，在此设

立“半蹲式窗口”，无非就

是想让办事群众身体难

受，快点走人。表面上看，

这个损招还提升了办事效

率，但从群众角度看，要半

蹲着多久、半蹲多少次才

能办成一件事？显然，相关

单位只是方便了自己，却

害苦了办事群众。

更需追问的是，郑州

市人社局、株洲火车站派

出所制证点的“半蹲式窗

口”，并非最近才出现，而

是早已如此，那么，在被媒

体曝光之前，为何没被整

改？所在单位领导对此不

可能不知情，但要么持默

许态度，要么懒得去改，即

懒政。默许“半蹲式窗口”，

本质上仍是一种俯视式的

权力观———公职人员坐

着，办事群众半蹲着，权力

显得高高在上，群众的诉

求和权利受到了压抑。而

对于懒政，《人民的名义》

一剧中刻画得相当深刻：

光明区的区长孙连城看

到升官无望，便不要政绩

也不想干事，即便因“半

蹲式窗口”被达康书记当

面批评、要求整改，也只

是嘴上应和，实际上却敷

衍了事。现实中的懒政心

态也大抵如此，只要不出

事，没被曝光，那就一切

照旧。

透过办事窗口，公众

看到的是政府形象。一个

“半蹲式窗口”还只是“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

一个注脚而已。能不能让

办事群众少跑几次，甚至

只跑一次？这并非不能实

现，关键是要让装睡的

“默许者”和睡着的“懒政

者”受到应有惩罚，并从

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让

“能者上，庸者下”成为用

人的刚性原则，让“便民、

为民”成为公务员的职业

追求。

调查资料显示：2016
年，呼和浩特市农民工(不
包括举家外出农民工)在
区内和区外就业的分别
占98.9%和1.1%，逾八成农
民工将就业地点选在了
家门口……（4月19日《北
方新报》）

我们常讲：爱我首

府，人人有责。唯有首府

发展得更好，越来越多的

本地人才不用背井离乡。

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

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打

拼，多的是一份自豪感，

而家乡发展得更好、建设

得更美，最大的受益者也

自然是自己。

让农民工在家门口

就能有份好工作，亟需

“家里人”帮衬一把。一方

面要加强就业指导，在帮

助农民工进行职业规划

的同时，要建立更为翔

实、全面的人力资源数据

库，并通过职业介绍、专

场招聘等途径，做好市场

对接工作，实现“双向选

择”的“无缝对接”。在用

工需求与劳务供给之间，

如何搭好市场化的平台，

大有文章可做；另一方面

要加强就业培训，借助订

单式培训和定向培训，用

新知识、新技术武装农民

工，不断提升个人技能与

各行业岗位的匹配度。

让农民工“家门口就

业”安心、舒心、放心，相

关的政策举措和公共服

务应及时跟进。当下而

言，除了要创造一流的就

业环境外，更应完善医

疗、教育、社保等基本公

共服务，并不折不扣地把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合理

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

展好，让他们在家门口就

业少后顾之忧、无愁眉苦

脸。

据《北方新报》报道，在刚刚结束的全区认定教师资格
《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中，有242人违规。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该先考什么？
文/林 何

虽然新闻中对这些教师违规情况未做出具体说明，但

就教师资格考试违规一词，就让许多人为之汗颜。

教育事业快速发展，教师队伍中出现了滥竽充数者，出

现个别人在资格考试中违规，好像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对

于沿袭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国人来说，这件事就使人们对

教育事业发展的现状有了一种深深的忧虑。如果我们的老师

自己都不能诚实守信，怎么能培养出诚实上进的学生？我们

社会诚信大厦的基石又怎么能够稳固？这200多名教师，会让

多少学生像他们一样，长大成人后也去弄虚作假？

师者，为人师表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有许多人应

该是在读了师范院校后进入教师队伍的。在人们心目中，

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社会也给了人民教师应有的尊重和

信任。对这些在教师资格考试中不能遵守规矩的人，学生

家长们有没有质疑他们的人品和学业水平？把孩子交给这

样的教师，孩子们会不会成为谎话连篇的人？

教师资格考试，诚信应当在先。不管过去怎么进入教

师队伍，但只要有志于教书育人这一工作，就应该努力成

为真正的教师，名实相符，才不枉被人唤作老师。

读者也不知道这样的考试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事

情本身为教育工作的管理者提出一个问题：教师队伍良莠

不齐的现状，是不能这样下去的。

己不正如何正人？
文/南 木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学高为师 ，身正

为范”，寥寥几字道出了教师应该具备的风范。教书育人，

学问与品德必须兼备，缺一不可，这样才能对学生发展成

长起到春风化雨之功。教师资格考试是个门槛，不仅是对

准教师们学识的考察，同时也是对品德的考验。可惜，这

242人没过诚信关。妄图通过作弊蒙混过关，首先在“身正”

上就败下阵来。试想，有过如此不光彩的行为的老师，有资

格理直气壮地教诲学生要诚信，考试不作弊吗？己不正如

何正人？违反这点就不具备当教师的基本要求。

教师是个神圣的职业，不容那些既无学识且品德有亏

的南郭先生，他们混进讲坛只会误人子弟。希望那些有志

从事教师工作的人引以为戒，做学问的同时也要把“诚信”

二字修炼好，如此才能才配得上教师的称呼。

交警路查一名无证
驾驶人，没想到同车的一
名女子发了飚，开车撞协
警，还脚踹协警。（4月20
日《北方新报》）

开车违章有两种情

况。一种是无意之中违

章，比如说，不清楚规定

时速，没看清交通标志

等。另一种是明知故犯，

视法规如儿戏。新闻中

这起违章是明知故犯。

驾车男子19岁，只考过

科二，还没有考取驾驶

证，而且该车没有年检

标志和交强险标志，这

都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交警查处有法可依。同

车的彪悍女子抵制交警

检查，不仅开车撞协警，

还脚踹协警，这么任性，

家里人知道吗？

违章并不可怕，接

受检查，接受处罚，汲取

教训，以后注意就可以

了。交警执法是为了交

通安全和社会和谐。可

怕的是不接受检查，不

承认错误，和交通法规

对着干，不但让自己在

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危及自己的生命财

产安全。违章后发飙既

让个人形象受损，又触

犯法律，不仅要受到行

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

可能受到刑事处罚，值

得吗？

任 性 女 子 要 汲 取

教训，所有开车上街的

司机都要引以为戒，开

车时把交通法规置于

高于一切的位置，文明

行车，遵章守纪，才能

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

全。

◎◎观点1+1

“家门口就业”需要“家里人”帮衬
文/徐剑锋

违章发飙太任性
文/田华全 画/沈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