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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会
同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
作机制办公室对 3 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中央通报的这 3 起案例，引发社会的高度
关注，它是对基层治理的一次集中警示教育，
是对形式主义歪风的强力纠偏。具体来看，每
一起案例都教训深刻，值得认真反思。

比如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在水土保持核
心区搞“挖山造田”，造成植被破坏；山东省临
沂市费县实行“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三
千分制”考核体系，加重了基层负担；甘肃省天
水市盲目举债上马“有轨电车”项目，造成了巨

大的资金浪费⋯⋯
上述被通报的典型问题，背离了新发展理

念，加重了基层负担，让地方发展陷入更加被
动的局面。

像长汀县“挖山造田”，田没造出来，山体
还被毁了，后续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修复治理，
得不偿失；而甘肃天水的“有轨电车”，最终拆
也不是，不拆也不是，每年几千万元亏损，民
生工程沦为了“闹心工程”。

近年来，中央层面多次对形式主义亮剑，
开展专项治理。上述问题的出现，反映出形式
主义贻害无穷的一面，也说明面对基层存在的
这一病灶，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对症下药
治理。

形式主义的歪风，根在何处？这些不科学、
不合理的举措、项目，能够一路绿灯，说到底还是
因为政绩观出了问题，发展思路出现了扭曲。

有的地方官员在错误政绩观驱使下，片面

追求短期效益，牺牲长远发展，不顾客观实际
蛮干硬干，想立竿见影地做出一些成绩来，结
果事与愿违，留下一个烂摊子。同时，上级确
立的政策，一般都会强调尊重客观规律，结合
地方实际科学执行。所以形式主义背后，是对
政绩工程的偏执，对群众利益的漠视，对客观
规律的无视，对“对上负责”的片面理解。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江西、江苏等
地调研时都曾强调，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立
足实际、科学决策，坚持着眼长远、打牢基础，
坚持干在实处、务求实效，防止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

从上述被通报的典型问题看，要真正树
立、践行正确政绩观，让地方主政者真正做到
心系民众，心系地方的长远发展，多干实事、少
图虚功，还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建立健全相关制
度和机制，将干部政绩与人民利益、短期利益
与长期利益统一起来。

比如在决策层面，对一些重大项目、举措，
应当加大调研力度，提升公众参与度，充分听
取各方意见，让民众针对一些关乎地方发展和
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能拥有发言权、监督权，
倒逼政府部门科学决策。同时，尊重专业意
见，敬畏人民利益，把纳税人的钱花到刀刃上。

此外，还须不断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对那
些加重基层负担的形式主义工程，要果断出
手、从严问责，用刚性的惩罚压力约束基层干
部，提升盲目蛮干、随意决策的风险成本。只
有让地方官员尝不到甜头，才能真正戒除扭曲
的政绩观。

不管怎么说，狠刹形式主义歪风非一日之
功，需要持续用力、精准发力。这次通报的 3
起案例，是沉重的警示。只有举一反三，不断
完善体制机制、完善监督体系，让领导干部特
别是“一把手”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够从根
本上解决形式主义问题。

别把民生工程变“闹心工程”
熊 志

上海一骑手在短视频平台表示自
己“送外卖三年赚了102万元”，引发诸
多关注。澎湃新闻报道称，从相关业
内人士和平台方获悉，这位叫陈思的
骑手 3 年赚了 102 万元的事实得到确
认。他的经历被传播后，有人质疑事
情真假，有人编造了陈思被打的谣言。

送外卖 3 年挣 102 万元的故事确
实很有新闻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
据，2023 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是 16747 元，而 2022 年全国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为 114029 元。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
么这位骑手的收入打败了大多数人。
当然，它也挑战了许多人对工种与收
入的固有观念，所以一些外卖员也感
到意外：我们跑得也很辛苦，可没赚到
这么多钱啊！

面对争议，这位沧桑得不像 25 岁
的江西小伙展示了后台工资数据，回
应了交税的问题，也解释了用路线规
划、餐厅出餐情况和自己的送餐方法，
可以实现这样的配送“战绩”。记者采
访时问他怎么做到的，他回答就是靠
自律，没有任何社交和娱乐活动，每天
就是上班和睡觉，“努力、能力、运气都
有关系”。记者又问动力是什么，他答

“欠债吧，现在还有 10 万元没有还
清”。再问这样辛苦觉得值得吗，他很
直白地回答：“只要赚到钱了就值得。”

或许这个故事真有大众看不到的“破绽”“毛边”与
“用心”，但通过各路信息的交叉验证无法否认，主人公确
实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小伙子，即便他努力的目标不是为
了和谁“坐在一起喝咖啡”，而是还清欠债。在任何领域
要做到行业顶尖，绝对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要小瞧了这份
毅力。“102万元”背后，是拼命三郎一样的3年，是睁开眼
的每一分钟都被外卖平台算法统治的日夜。这样的努
力，可审视，不可复制。

每当这些超越一般人认知经验的新闻走入公共视角，
总会让人不安，因为它们挑战了我们对世界的熟悉感、掌
控感。今天留学生、博士生来送外卖了，明天又有外卖员3
年赚了102万元；今天嚷嚷着别学新闻，明天又宣扬文科都
是服务业⋯⋯身处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如何处理这类信
息，已经成了普通人的必修课。学好这门“课”有三要素：

一曰守心。所谓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
之惑。懂得信息时代的传播规律和流量思维，就不会整
天为各种“炸裂”“魔幻”信息所干扰。专心干好自己的事
情，在自己的航道上保持努力的进度，终会有所收获。

二曰守常。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
不变者也。真真假假，既要在常识的区间内作判断，也要
用学习和交流不断拓宽这个区间，打破信息茧房，避免因
妄断妄言而贻笑大方。

三曰守拙。抱朴守拙，涉世之道。要根据自己的水平做
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山望着那山高，捡了芝麻丢西瓜，这样
的事情少做。越是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越要清晰认识自
身，也就无惧于这些信息背后是不是有把明晃晃的“韭菜刀”。

网事纷繁

何以自处张

萍

朱浙萍

打开App，广告立刻占满屏幕；不小心稍稍
碰到屏幕，立刻跳转到第三方购物平台；试图关
闭、退出，却找不到、点不到关闭按钮⋯⋯这是
不少手机用户有过的经历和烦恼。1月15日，中
消协等发布2023年四季度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其中“摇一摇”跳转广告泛滥的现象被点名。

广告“乱跳转”不是新鲜事，如今呈现的
新花样，更让人防不胜防。有网友表示，每到
购物节前，各种 App 开屏广告就会活跃起来，
走路时打开A软件都能触发跳转到B软件，切
换速度甚至比直接打开 B 软件还要快。有的
平台上，视频暂停播放后自动缩成小窗口，却
无缝衔接播放起全屏广告。正如网友吐槽的
那样：“无论你在手机上点开什么，命运总能
让我们相聚在电商平台。”

广大网友可谓“苦跳转广告久矣”。江苏
省消保委一项调查显示，逾九成消费者对“乱
跳转”广告感到厌恶。法律专家表示，故意设
置一些套路和陷阱，欺骗和诱导消费者观看
广告的行为，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违规收集信息、过度索权甚至侵犯用户隐私。

事实上，对于这类无孔不入的弹窗广告、开
屏广告，工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
办等相关部门已进行过多次规范和整治。比如
规定，“摇一摇”广告，用户至少得转动手机

35°、转3秒以上才能跳转；广告上要有明显的
“跳过/关闭”按钮、“点击跳转第三方”的标识；
不能误导、诱导用户操作等。然而，规定摆在这
里，批评声浪也很大，可许多广告商却依然我行
我素，并未遵照执行、落实整改。

说到底，还是违法成本过低，企业有利可
图。与此同时，面对这类量大面广的广告，监
管却很难完全覆盖。而对于用户来说，真要
维权并不容易。侵权成本与维权成本不对
等，让跳转广告更加“肆无忌惮”，不断游走在
监管边缘。

有效治理“乱跳转”广告，需要多方合力。
首先，监管部门在完善政策法规的同时，

须在执法层面花大力气抓落实。不能坐等群
众去举报，而应主动出击，加大对违规广告的
打击力度，提升执法查处效率，对于落实整改
不到位的要依法予以严厉处罚，甚至吊销其
资质或者关闭其平台，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起到震慑和警示的作用。

同时，应当为群众搭建更为畅通便利、多
元化的投诉渠道，提高群众举报意愿，降低维
权成本。针对广告侵权典型案例，消费者保
护协会等公益性社团组织应加强公益诉讼，
扩大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

对于平台和软件企业来说，也要放眼长远，
肆意妄为甚至采取侵权手段，只会寒了广大消费
者的心，最终遭到法律的惩罚和市场的唾弃。

跳转广告为何肆无忌惮

近日，有网友视频曝料称，自己在山东青岛一景区帮人拍照时被收费摄影团队阻挠，要求其离
开。该事件发生后，工作人员表示，景区从来没有限制过个人拍照，阻拦系商家私自行为。近年来，商
家“垄断”景区拍照权现象时有出现，景区管理者要从游客需求着手，清除危害旅游秩序的乱象，让美
景更“美”。 高晓建 作

岂可“占景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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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有礼
拥 党 护 根 脉

爱 国 爱 家 乡

信有礼
重 信 守 承 诺

立 身 又 立 业

行有礼
言 谈 有 礼 貌

出 行 讲 秩 序

仪有礼
节 庆 崇 简 约

办 酒 不 铺 张

餐有礼
用 餐 要 光 盘

聚 餐 用 公 筷

学有礼
全 民 学 礼 仪

知 书 又 达 理

亲有礼
传 承 好 家 风

相 亲 又 相 爱

帮有礼
随 手 做 志 愿

邻 里 相 守 望

网有礼
上 网 要 节 制

传 播 正 能 量

乐有礼
文 明 伴 游 乐

有 序 观 赛 演

浙江有礼、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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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广 告 · 浙 江 省 文 明 办 宣

唯 实 惟 先 开 放 大 气 重 诺 守 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