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城蝶变，重启梦想与荣光

告别“社区万能章”，得靠数据多跑腿

让“产播基地”助更多企业尽快复苏

■观察家

巷 议

□毛建国

4月27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根据民政
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的指导意见，20项
证明被明确不应由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意见提出，
将用3年左右时间，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
章”等现象。（4月27日新华社）
对奇葩证明深恶痛绝的，也不仅仅是办

事人，还有广大社区，因为相干不相干的，没
部门愿意认账的证明，最后都到了社区来开。
这世上并不存在真正的“万能钥匙”，也不应
该出现“万能章”。其实社区也知道，自己盖出
去的很多章，并没有什么法律效力，有的章盖

下去还存在极大的风险。但他们没有太多的
办法。“万能公章”的存在，极大地牵扯了社区
精力。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的事项，必须是有明确
法律法规依据或经国务院批准列入保留证明
事项清单、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职责范
围的事项。六部门联合出台意见，正体现了这
样的精神。在拍手叫好的同时，也有人担心，
社区不盖了，这些章要到哪里盖？意见已经明
确，要做好政策衔接工作，避免出现管理和服
务“真空”，防止出现工作断链。
开展“社区万能章”治理专项行动，不能

就章论章。治理“社区万能章”的存在，需要通
过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证明泛滥的存
在，很难说哪一个部门刻意为之的结果，很多
公章也并不完全是“无厘头”。关键还是要推
进部门间信息共享核查。当能够上网的都上
网了，能够网上办理的都网上办理了，没有几
个章要盖，自然也就不需要再麻烦社区了。

□罗小峰

泉州市及下辖各县市共6位市长、县长
近日“组团”直播带货，与参与线上展销会的
当地优秀企业一同推介泉州品牌。活动期
间，拼多多全平台泉州商家成交额超过
15 .48亿元，（4月26日中新网）
当市长、县长“直播带货”日渐成为常

态，“升级版”来临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此次
报道中，这场泉州新电商直播之所以能引起舆
论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两点：其一，泉州市及
下辖各县市共6位市县长“组团”进行直播，面
向拼多多平台5.85亿消费者，为当地优秀企业
“站台”，如此之声势即便放眼全国也是少有
的。这既有利于形成统一舆论焦点，也能避免
同一地区的各县市在分别直播中造成“关注
度递减”。当然，市县长“组团”也是当地官员
进一步放下身段，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很好地体现出了为企业服务理念的升级。
其二，拼多多首个“产播基地”落地泉州，

这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也是电商与实体经济
进一步结合的积极探索。“产播基地”即产业带
直播基地，其作为一个枢纽，能最大限度地将平
台的势能以及商家的特色产品服务结合在一
起，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消费体验。
值得期待的是，中小企业可以从“产播

基地”中受惠，集体借力完成新电商转型。而
且，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的。比如，基地会为
商家提供执照注册、入驻、主播培训、产品代
播等一系列配套服务，让创业者、商家“拎包
入驻”。在疫情之下，对很多线下销售受阻的
中小企业来说，这一过程是性命攸关的。对
于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外贸企业来说，与平台
紧密融合，也有利于其摆脱当前的困境，尽
快重回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尽快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

起来，把内外贸市场结合起来，是摆在当前
的紧迫问题。希望各地有关部门与电商平
台、企业进一步探索，发挥平台优势，带动消
费提升，助推产业经济更快复苏。

近日，浙江各地小学的萌娃们返校
复课，为了培养孩子和同伴保持安全距
离的意识，有学校提出“头戴一米帽、保
持一米距”的倡议，引发社会热议，上了
热搜。（4月27日《钱江晚报》）
复学之后，小学生如何做好疫情

防护，是一道亟待解答的难题。毕竟，
小学生心智还不成熟，并不清楚安全
防护的重要性，也不知道“一米线”到
底有多远。浙江养正小学提出“一米
帽”，让人眼前一亮。学校后续开展的
防疫知识问答等一系列活动，也有利
于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而当孩子
回到家中，家长看到完好无损的“一
米帽”，也会对学校放心。
应该说，养正小学的做法给其他

地方以启示。疫情防控期间，不妨多
动动脑子，多一点创意，让孩子的防
疫观念深入内心，落实到日常学习生
活中。 李竞丞

4月25日至5月1日，是第18个职
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不久前，广州市印
发新的工伤保险浮动费率管理办法，提
出在上一年度内，被列入安全生产与职
业病危害“黑名单”的用人单位，在已有
费率浮动档次基础上再上浮两个费率
档次。(4月27日《工人日报》)
应该说，广州这一规定有利于引导

企业做好职业卫生防护和职业病防治。在
过去，用人单位在职业卫生防护方面做得
好与坏，都不影响他们的缴费多少，这就
导致一些用人单位不重视职业防护，增加
劳动者患职业病的风险，而将违法用工的
风险转移到工伤保险基金上。工伤保险浮
动费率有助于防范这一问题。
工伤保险浮动费率更为科学合

理，能倒逼资本“向善”，做好职业卫生
防护，此一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借鉴与
推广。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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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帽”式防疫创新
可以再多一点

工伤保险浮动费率
是防职业病的好招

对于浸染了回忆的旧楼、旧桥，我们当然会感到深深的不舍，但时代的脚步总要向
前，也终究会有向它们说“再见”的时刻。而再见，是为了下一个开始；向部分旧物说告
别，也是为了重启老城的荣光。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在青岛市民心里，老城区是这个城市的
根之所在。关于老城变动的消息，总是牵动
着青岛人的记忆与心弦。而最近这段日子，
两则关于老城区的新闻，又吸引了无数青岛
人的目光。
其一，“老广电”、华联商厦计划今年拆。

4月27日，市南区区长高健做客《行风在线》
时，提到老火车站区域今年将有实质性动
作，计划启动华联商厦、“老广电”等拆迁工
作。老火车站位于主城区，离大海近在咫尺，

这在全国来说也独一无二。出火车站就能看
到海，是很多青岛市民和游客的梦想。而今，
这个梦想可以看到实现的希望了。
第二，中山路过街天桥即将拆除。有些市

民提出：天桥能不能作为老城区的风貌建筑进
行保留？对此，高健也进行了解释：最早老城区
没有这个过街天桥，天桥是1986年建的，当时
为了解决人流比较多的问题。“现在从人流
角度、从交通角度来讲，都不需要了。”
无论华联大厦还是中山路过街天桥，都

承载了青岛人的美好回忆。在过去，它们都
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生活触手可及的
一部分，但随着岁月流逝，它们逐渐落寞。无
论从美感、功能还是其他众多维度来看，都
被时代甩在了身后。对于浸染了回忆的旧
楼、旧桥，我们当然会感到深深的不舍，但时
代的脚步总要向前，也终究会有向它们说
“再见”的时刻。
再见，是为了下一个开始；向部分旧物

说告别，也是为了重启老城的荣光。华联商
厦等旧楼的拆除计划，在为青岛人实现“看

得见大海的火车站”梦想的同时，也将带来
新的地标建筑。拆除天桥则是为了下一步打
造中山路步行街准备，是为了复兴中山路、
恢复老城区风貌而为之。而根据目前透露的
中山路改造规划内容看，无论步行街，还是
北京路劈柴院二期，以及宁阳路民宿街区，
都非常值得期待。
应该看到，相关部门对于老城区的规划

建设是非常谨慎的。比如，华联商厦所在片
区“规划方案论证了四五年时间”。其实，对
老城区的改造，“慢”不是问题，而是对青岛
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一种应有的态度。要让
老城区复兴，不仅仅是建设的问题，也不是
“修房子”那么简单，更要考虑产业空间的拓
展、城市功能的完善、土地的节约利用、市民
的方便宜居等。客观而言，相关部门的考量
是比较周全的，值得肯定。事实上，近年来中
山路附近商业的更新迭代，已经积累了一定
成功经验，这也让我们对老城复兴重现荣
光，有了更多的信心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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