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绪大数据”推动公共服务精细化

□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银川市智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以下简
称“12345便民服务中心”)开展市民诉求情
绪化采集已超过三个月，采集市民诉求情绪
化数据92414件。银川人的情绪包正通过
12345便民服务中心，酝酿着市民诉求情绪
大数据分析。12345便民服务中心表示，银
川将把市民投诉的情绪作为政府决策依据
之一，通过控制极端情绪减少恶性事件发
生。（8月29日《新京报》）

平和、低落、激动、失控，市民在便民服务
中心平台上投诉时的情绪竟然也被纳入了当
下流行的大数据分析。这事听起来的确新鲜，
但是采集研究市民情绪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从银川市的做法来看，研究员在采集情绪数
据，做出市民诉求情绪大数据分析后，会将分
析结果按类别反馈给各个分管部门，帮助其
根据大数据重点处理容易引起市民极端情绪
的诉求，从而疏导市民堵点诉求。
其实在此之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开发了

12345热线的大数据分析。而大数据之所以受追
捧，首先就是因为它通过分析，更加科学、敏锐
地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提高政府部
门的工作效率。以银川为例，大数据分析显示，
在12345便民服务中心的投诉中，低落类、情绪
激动类、情绪失控类诉求主要围绕失物招领、房
屋拆迁、客运管理、噪音扰民、供水问题等展开。
根据这些信息，结合实际情况，相关部门就可以
有重点地开展工作，解决市民诉求。当然，这并

非意味着谁的呼声高、情绪激动就先解决谁的
问题，而是通过数据，给相关部门一个参考和预
警，在那些容易引起市民投诉的领域，提前做好
工作，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
除了能提高工作效率之外，大数据还有降
低精细化管理成本的作用。国外早就对于大数
据在政府精细化管理运用上的成本收益做过一
些测算：利用大数据，欧盟政府部门可能减少
15%~20%的行政开支，在未来10年每年创造1500
亿欧元到3000亿欧元的新价值，大数据还可以
在未来10年中将年度增长率提高0.5%。
随着公众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

政府服务的精细化、人性化要求越来越凸
显。而大数据具有的收集、存储、分类等功
能，无疑为公共服务精细化提供了强大的技
术支持。目前，银川的情绪数据收集分析活
动还是起步阶段，希望其他地方的政府部门
也能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充分利用技术的优
势实现公共服务质的提升。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须放大三大红利
■观察家

□新华社记者 潘晔

近日，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印
发《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方
案》表示，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13个城市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今后可以开发建设运营集
体租赁住房。这一新的土地政策有利于我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为城市住房租赁市场
开辟新的天地；有利于降低城市租赁住房成
本，缓解年轻人的生活压力；有利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和农民增加土地收益。落实试点方

案要着眼于放大上述三大红利。
实施这一政策后，试点城市可从乡镇

集体建设用地中寻求新的住房租赁用地，
这将进一步缓解城市供地压力，促进城市
租赁住房结构逐步调整。
如今，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商品房

价格之昂贵，让普通百姓难以承受。通过增
加租赁住房的土地供应，有助于商品房和
租赁房的均衡发展，促使住房市场向租售
并举转变，有助于激活房屋租赁市场，以及
降低普通百姓的租赁住房成本。不仅如此，

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住房，还可以盘活农
村土地资源，有利于增加村民集体收益，可
以繁荣乡村经济。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不是一时救急

之举，而是为了建立长效机制，为构建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提供支撑，助力房地
产业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推进试点工作必
须立足长远、善作善成，争取放大红利的同
时，还要着力避免出现歪嘴和尚念经的情
况，尤其是耕地红线不可逾越，环境底线不
容突破，不可借机开发小产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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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 议
“熊家长”让儿童开车
如此任性决不可轻饶

日前，一段一岁多女童坐在父亲腿上开车
的视频在网上热传。8月29日，贵州省铜仁沿河
县交警大队认定，视频中刘某的行为违反了相
关法律法规，共计罚款250元，记5分。（8月30
日《北京青年报》）
仅仅“因女儿在车上哭闹”，便让一岁多的女
儿“两手握住方向盘”。“熊家长”如此任性，难怪“罚
款250元，记5分”引来网友“处罚太轻”的评价。
针对“任性让儿童开车”行为，现行法规实

际上并无十分明确的具体规定。但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全国两会上，李铀、曾蓉等13位全国政
协委员就提交了《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失职（疏
忽）行为“入刑”的建议》。要想管住“熊家长”，
必须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张贵峰

古建筑第一瑰宝
到底还能挺多久

古建筑爱好者唐大华称，他于8月27日上
午参观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山西
佛光寺东大殿时发现，殿内有十余处漏雨点。
负责佛光寺维护的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
长郑先和表示，目前已经在东大殿屋顶遮盖了
塑料布，东大殿的大修方案此前已经上报，目
前正处于专家评议阶段。（8月30日中新网）
梁思成将佛光寺东大殿称之为“国内古建

筑第一瑰宝”。东大殿迟迟未修，据称是因为
“专家们意见很难统一”。而相关勘察报告中指
出，“修缮工程必须慎之又慎”。“研究所在2015
年将佛光寺东大殿的大修方案上报给了上级
部门，目前该方案正处于专家评审阶段。”历时
两年，居然还在评审阶段，时间不等人，“古建
筑第一瑰宝”还能挺多久？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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