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奚旭初

用法治来严打“狠作法”

时事乱炖

当下，在基层

治理中，灰色手段

仍较常见，一些地

方“狠作法”屡见不

鲜，选择“狠人”上

岗处置矛盾。某镇

一位干部说，人不

敢管，只有“狠人”

敢管。（12月 18日

央广网）

找“狠人”来用

“ 狠 作 法 ”处 置 矛

盾，是只做不说的

潜规则。所谓“狠

人”，就是“混混”之

类，所谓“狠作法”，

就是暴力手段，看

似 有“ 短 平 快 ”之

效，但往往埋下更大的隐患。“狠人”

素质差，但问题是素质差的“狠人”

怎么成了基层干部“救火队员”？原

因是聘人用人时，有个心照不宣的

标准：心慈手软的不要，只要心狠手

辣的。理由据说是为了“以毒攻

毒”。知道了这个内情，也就不难明

白，为什么开口就骂、动手就打，在

一些地方会成了处理问题的常态。

据实而论，极少数基层干部也

知道这样做不法，但明知不对仍在

做，驾轻就熟走了老路，根子就在

“本领恐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

期，在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和日益多

元化的大背景下，基层社会管理面

临新情况、新问题，利益格局更为复

杂，陌生领域越来越多，而原有观

念、经验、知识、做法越来越不足以

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新

矛盾，结果就是捉襟见肘，情急之下

就只好用缺乏智慧和能力的“狠作

法”当成“陈年老汤”应付。

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健

全中国的法治。制约和规范行政权

力，是打造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更

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如果说遵

守法律、依法办事是老百姓都须守

住的底线，那么对于基层干部来讲，

更要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做依法治

国的楷模。另外，催生努力学习的

原动力，提高基层干部的职业素养，

掌握新的本领，善于管理创新，也是

提高管理水平的当务之急。

得严打的“狠作法”王恒/漫画

消费保险
不能有套路没诚意

□ 杨玉龙

热点冷评

敬畏科学与常识才能远离流言蛊惑
□ 苑广阔

12 月 17

日中国科协在

京举办了“典

赞·2019 科 普

中国”活动，活

动现场发布了

多项科技领域

评选结果，其

中最受关注的

2019 年十大“科学”流言终结榜也

新鲜出炉，包括5G基站辐射对人体

会产生很大影响；中国高铁辐射严

重，坐高铁=照X光；电子烟无毒无

害，是戒烟利器等等，纷纷上榜。

（12月18日中国新闻网）

相比于其他的谣言，科学流言

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着科学的名义去

传播，去蛊惑人心。具体到现实中，

毕竟术业有专攻，我们也不能指望

每个人都是科学家。但是作为普通

网友和公众，真正需要做到，而且也

可以做到的是，面对自己并不了解、

无法判断的各种科学流言，首先要

不轻信、不传播。

早就有人说过，敬畏科学、敬畏

常识，是遏制和远离科学流言的关

键。而不轻易相信，也不轻易传播

各种科学流言，正是敬畏科学和敬

畏常识的体现。我们不能苛求每个

人都是科学家，提升整个民族的科

学文化素养，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情，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越

是这样，越需要我们具备对科学和

常识保持最基本的敬畏。

面对科学流言，很多人秉持的

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然后就轻易相信，或者遵照流言中

所传授的内容去指导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或者是迫不及待地把其分享

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样做也许

很容易，但是一旦这些信息是错误

的，就会给我们的现实生活增添困

扰和麻烦，乃至损害我们的健康。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很多人对

通讯公司设立的通讯基站工作原

理、辐射大小、安全范围等等并不了

解，只是片面地听信通讯基站会有

辐射，危害身体健康，于是就站出来

反对基站的建设，结果导致某个区

域内的信号不好，居民通讯受到严

重影响。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相信科

学流言而害人害己的例子。自己不

了解就不要盲目相信，更不要轻易

传播，多通过网络搜索一些相关知

识，这才是普通人面对科学流言应

该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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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人社部：
上下班途中滑倒摔伤不算工伤

雪天路滑摔倒受伤能否算工伤？近日，人

社部指出：上下班路上受到伤害认定工伤，必

须同时满足：①在上下班途中；②受到伤害是

因发生了交通事故；③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中，本人为非主要责任。因此，如遇雪天路滑

摔倒受伤，因并未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

事故伤害，所以不能认定工伤。但因工外出期

间，因雪天路滑造成事故或意外伤害，可被认

定为工伤。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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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动网络教育毕业生
达到相当于全日制水平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服务全民

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

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称，高校

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完善网络教育学生

学籍管理、学位管理相关措施，严格按照规定

做好毕业资格、学位资格审查工作，推动网络

教育毕业生达到相当于本校全日制同类专业

的水平。 @中新网

买到假货、商品受损、退换货运费纠纷

……在互联网上“买买买”的同时，消费者的风

险管理意识也在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得

到相应保障，因此退货运费险、正品保证险、材

质保真险等短期消费型保险产品开始悄然走

红。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保险也出现了不少

投诉纠纷问题。（12月18日新华网）

事实上，消费保险或许并不是诚意十足，

有的很可能就是套路而已。借助媒体报道，有

的理赔条件不合理，有的宣传过度、噱头大过

实际，有的拒赔理由不充分。从监管机构通报

的情况看，同样反映出问题所在——销售告知

不充分或有歧义、理赔条件不合理、拒赔理由

不充分等。这不仅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且更

会使消费保险“污名化”。

而让消费保险名实相符，这其中商家是核

心，也就意味着，既然推出了消费保险，就应该

少玩一些套路，按承诺履行是最为基本的商业

道德。同样，也应少些“踢皮球”。比如，据记

者调查发现，有不少消费者在理赔环节，遭遇

电商平台、商家、保险公司之间互相扯皮。如

此，只能让消费者感到“套路”，更会败坏消费

环境。

当然，保险公司不能只是成为商家的附

庸，理应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比如，提高消费型

保险产品和网购之间的融合程度，以确保消费

保险真正成为网购时代化解价格、质量、物流、

售后等等环节纠纷、提升消费体验的利器。尤

其保险公司要在保险条款告知、理赔体验方面

练好“内功”。而这也是消费保险行稳致远的

基本保障。

另外，消费者也应多些防范。北京银保监

局今年 9 月发布的风险提示指出，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由于消费者往往在订单页面直接勾

选，并未对保险条款进行认真阅读，对保险责

任、免责内容、理赔金额等合同内容并不清楚，

因此理赔阶段容易产生纠纷。因此，消费者在

消费时增强防范很有必要，尤其应注意留存消

费证据，以便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