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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穿“马甲”的“文山会海”
□梁建强

精 简 会 议 、压 缩 发 文 、
减 少 督 导 …… 响 应 中 央 要
求，近年来，各地着力推进
减负举措，曾长期困扰基层
的“文山会海”“督导泛滥”
等问题有所缓解。然而，记
者在调研中发现，部分地方
仍 有“ 暗 度 陈 仓 ”“ 暗 中 加
码”的问题，侵蚀基层减负
成果。

有的地方，“文山”依旧
在，几度夕阳红。减负只是
减少了“穿正装”的文件，多
了 更 多“ 套 马 甲 ”的 通 知 。
一些原本需要走办公系统，
或是加上红头的文件，摇身
一变，成了不加文号、去了
红头的“工作函”。有的地
方，则是以电话通知、口头
指示、纸质材料变电子消息
等方式，代替下发文件。如

此一来，文件数量确有明显
减少，但基层干部的工作任
务 并 未 减 少 ，甚 至 不 减 反
增。这显然偏离了减负的
要求。

有的地方，“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会海”尚未革
除，“督导”业已泛滥。要求
控制会议数量，那就索性增
加 时 长 —— 大 会 之 中 套 小
会，甚至不相关的会都“绑
着开”，原本 1 个小时的会，
被拉长为一上午或者一整
天；要求压减督导检查，那
就改以“调研”“考察”之名，
换汤不换药，实际上基层的
迎接、陪同负担并未减轻。

搞变通、打折扣，穿上“马
甲”的“文山会海”更值得警
惕。减负工作流于形式，不仅
无法实现“减”的要求，还直接

“负”了基层的期待。走偏的
减负背后，还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痼疾作祟。减不下的
文件、开不完的会议，折射出
一些干部政绩观、责任观的错
位——不担责、怕追责、向下
推责，把“传达”当作“落实”，
把“开会”当作“重视”。由此，
只管布置，不管执行；只管提
出要求，责任层层向下分解
的现象愈演愈烈。

减 负 ，重 在 落 实 ，也 难
在落实。要防止老问题复
燃、新问题萌发，就得摆脱
空泛的“数字减负”和“口头
减负”，多听听基层干部群
众的真实心声，措施奔着问
题 去 才 能 把 责 任 落 到 实
处。减压减负的举措越实，
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
才越足。 据新华社

近日，由公安部起草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
稿)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
订建议稿中明确了对“代扣
分”行为的惩处。新增加的
规定从“代扣分”的组织者
到参与者，再到实际违法者
均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可谓
进行了全链条打击。

（法治日报）
随着道路系统、出行方

式、汽车文化以及交通场景
的 深 度 变 革 ，现 行 交 法 的

“历史局限性”暴露得越来
越充分。当很多新现象、新
问题，无法从交法中找到对
应的法条，那么就必然会束
缚执法部门的手脚，“依法
捍卫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交法系统性大修订，是化解
尴尬的根本。

据悉，此次交法修订，共
计调整 124 条，涉及修改 84
条、新增 39 条、删除 1 条，应
该说动作不小。这其中，最

引 人 关 注 的 ，无 疑 是 关 于
“ 代 扣 分 ”的 一 揽 子 新 规 。
毋庸讳言，拿他人驾照“消
分”的情况普遍存在，由此
甚至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
灰产，很多黄牛中介附着其
上，钻空子、走偏门，赚得盆
满钵满。这一地下利益集
团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法律
效力，使得“驾照周期扣分
制”形同虚设，对交通安全
已然构成了巨大威胁。

常识是，当驾照扣分花钱
就可找人代扣，驾驶人就约等
于有了“无限分数”，那么开起
车来自然也就无所顾忌。由
于代扣分泛滥，“有限扣分”制
被瓦解，很多交通安全法律条
款，也就失去了实际的约束
力。不怕扣分、没有忌惮，行
车自我放飞、漫不经心，这往
往会埋下事故的隐患。及时
填补法律漏洞，实现对驾照
分数买卖全链条的精准打
击，这是重构交法权威，挽救

其实际影响力、引导力至关重
要的一环。

当然，也应该承认的是，
随着道路密度、路况复杂性
的增加，随着“电子执法”的
普及，很多司机往往“稍不
留意就被扣分”，“12 分不够
扣”者也大有人在。对于这
一现状，交法修订，也给出
了 有 针 对 性 的 周 到 安 排 ，
比 如 说 对 部 分 违法行为初
犯、偶犯的，仅仅给予警告
处罚……一方面严打“代扣
分”，严格捍卫“周期计分”
的硬约束，另一方面则是慎
用“扣分”“罚款”等较重处
罚，这是一体两面、相辅相
成的。

把“代扣分”纳入严惩范
围，同时“对轻微违法行为
采取更轻的处罚”，再辅之
以“ 学 法 减 分 ”等 新 手 段 。
疏堵结合，有序衔接过度、
达致长治久安，是可以期许
的。

当地时间4月13日，日本
政府举行内阁会议，正式决定
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
废水，这意味着东京电力公司
将获准在两年内启动核污水
的排放工作。这些仍具有放
射性的污水是十年前福岛核
泄漏事故之后用来冷却融毁
受损的反应堆而不断产生
的。一家来自德国的海洋科
学研究机构的计算结果显示，
从排放之日起，57 天内放射
性物质就将扩散至太平洋大
半区域，3年后美国和加拿大
就将遭到核污染影响。

不顾国内外的一片反对，
日本一意孤行，最终还是敲定
把核废水直排入海。此一决
定，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
盒”，将全世界卷入了深度的
不安之中。这种“不安”，既是
对海洋污染、生态危机、健康
风险的焦虑，也是关于现存国
际义务体系与全球政治伦理
的质疑。

应该承认的是，作为重大
灾难，大型核事故的善后处
理，时至今日都是无解的难
题。既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往往只有以时间和空间，来迂
回解决。之于此，切尔诺贝利
核灾难事件的处置模式，已然
给出了示范。与之相较，福岛
核事故的体量当然不可同日
而语，但“收拾烂摊子”的内在
逻辑，理应是一致的、通用
的。建设更多“储水罐”形成
可靠的“污染物封闭空间”，暂
时稳住局面，留待时间来提供
新的可能性——这是目力所
及，安置核废水唯一的妥善选
项。

很遗憾，日本在“挣扎”多
年之后，还是走上了一条“不
公不义”之路——以最省事、
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核废水
排向海洋。这是祸水东引，以
邻为壑，是“把全世界拉下水”
的极端恶行。海洋有主权，海
水无国界！日本一国之祸，连
累全球大洋遭殃，这绝不该是
一个现代发达国家的应有做
派。核电，从来是一柄达摩克
利斯之剑。若无足够的技术
积淀、责任担当和治理智慧，
就注定无法驯驭、不配拥有这
一“大国重器”。如若不然，如
日本一般，城门失火殃及池
鱼，贻害无穷。

海洋共同体，生态共同
体，也是生活共同体，命运共
同体，这是需要所有人一同
用心守护的。天量核废水，
自己兜不住了、摆不平了，就
索性直排入海，转移污染让
全球买单的日本，罔顾国家
责任、国际义务和价值传统，
损人而利己。公心既失公信
难存，世间道理至简至明，终
究国无信则衰。

近日，货拉拉强制司机贴
车身广告一事再度引发关
注。“不贴公司罚，贴了交警
罚”。拿公司内部规定冲撞法
律红线，出了事让司机背锅，
货拉拉这祸惹得不小。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明确规定，机动车喷涂、

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
不得影响安全驾驶。货拉
拉有车辆因车贴面积过大，
且遮挡后窗存在安全隐患，因
此被处罚。

有报道显示，2017 年，货
拉拉在成都等地就因车贴影
响行车安全被约谈。货拉拉

可谓屡教不改。
公司规定岂能凌驾法规

之上？行车安全岂容忽视？
我们希望，在职能部门约谈
下，货拉拉能够痛下决心、源
头整改，在落实规范、保障行
车安全上别再拖拖拉拉。

据新华社

“学生课间活动的最大半
径：教室外的过道”“比体育老
师更‘卑微’的，是没有课间
10分钟的孩子”“孩子在教室
里 一 坐 一 整 天 ，见 不 到 阳
光”……不知何时，课间跳绳、
跳房子、踢毽子、打弹珠等儿
童游戏在校园内消失了，除了
体育课，操场上看不到学生跑
跳的身影，不少学校课间 10
分钟鸦雀无声。家长们呼吁：
把课间 10 分钟还给孩子，让
他们能出教学楼玩耍。

课间 10 分钟，本是学生
最为快乐的时光，可以和同学
自由聊天，可以跑到操场上撒
欢，可以狂笑几声……但现在
是不太可能有的。学生只被
允许做安静的事，当然，更多
的学生则在埋头做作业。

学校为何死控课间10分
钟？在学校的管理者看来，课
间10分钟是最容易出安全事
故的时间。一方面为防止意
外发生，另一方面为营造安全
可控的校内环境，学校纷纷投
入大量人力维护校内安全，甚
至学生上下楼梯、上学放学、
食堂取餐等，都安排老师沿途

“呵护”，校内游乐设施严禁学
生私自玩耍。

现在的学校规模一般都
较大，学生人数较多，课间休
息管理的确是个问题。严格
限制课间活动范围、活动强
度，的确可以大大减少意外
事故发生的几率，但将学生
禁锢在教室中，却违背了教
育规律，违背了少儿身心发
展的规律。

学生动静结合，课间得
到很好的休息，学习效率会
提高；课间得不到休息，视力
会长时间处于疲劳状态，更
易近视。统计显示，2020 年
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逼近
60%。眼科专家普遍认为，防
治近视，最重要的是要保障
学生每天至少有两小时户外
运动。

课间 10 分钟，能否让学
生“野”出教室外？首先，老
师要改变管理理念，不能觉
得学生有一个小时的户外活
动就可以省略掉课间 10 分
钟。其次，要重视学生课间
10 分钟的休息，要充分利用
好。再次，要消除学校的安全
后顾之忧。

北京、上海、湖北等多地
出台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
处理条例，从法律层面对事故
各方责任进行了严格界定，为
校方管理松了绑，这值得借鉴
和运用。最后，需要将课间休
息的安全管理落实到位，杜绝
因为责任不到位而导致出现
安全事故。课间让学生“野”
一点，天塌不下来。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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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废水入海
罔顾国家责任
必失国际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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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10分钟
能否让学生

“野”出教室？
□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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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严惩“代扣分”
也要慎用“扣分”处罚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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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拉拉强贴车身广告：公司规定还能大过法规？
□陈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