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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联网工程“难产”伤了政府威信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据报道，按照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的预想，2012年6月完成
40个城市住房信息联网工程，
今年6月底前扩展到500个城
市。6月30日是这个规划的最后
期限，但进展并不如意。

众所周知，公众对住房
信息联网工程的期望值很
高。现在大限已过，这块“硬
骨头”没能啃下来，让人深感

失望。而在房产调控愈受重
视、反腐工作不断加码的形
势下，这一工程遭遇“难产”，
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损害更
是无法回避的。

住房信息联网工程一直
广受关注。尽管有学者强调，
住房信息联网只是提供了一
个平台，其它的属于“用不
用、怎么用”的问题，与平台
建设不能混为一谈，但多数
人对此寄予厚望，认为其建
成后将促进住房数据管理的
规范化，提高住房信息透明
度，有助于政府对房地产市

场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决策。
而随着“房叔”、“房姐”的曝
光，公众更是对此工程寄予
了极大期望，希望以此促进
官员财产公示，打击腐败。

实践中，这项工程却遭
遇“执行难”。据报道，此前40

个重点城市住房信息联网工
作原本计划在2011年底完成，
后因进展缓慢不得不延迟到
2012年6月底，所谓的40个主
要城市究竟包含了哪40个也
始终未见明确答案。而40城
联网后，扩围工作在一定程
度上陷入了停滞状态，最近

鲜有新的“技术节点开通”。
为何进展迟缓？除信息统计、
收集等技术因素外，目前被
最多提及的，是这一联网涉
及的利益关系过于复杂。那
些拥有多套住房的业主，尤
其是某些官员，对联网十分
紧张，而地方政府或出于利
益考虑，或是行政上的惰性
原因，大多也不积极。

目前，公众的不满大多
也集中于此。近些年来，房价
不断上涨，许多普通老百姓
为买套房耗尽心血。而“房
叔”、“房姐”的曝光却让人意

识到，对那些滥用权力者而
言，拥有多套房子只不过是
小菜一碟。这样的对比强烈
刺激着国人的神经。此时，住
房信息联网进度缓慢，自然
容易让公众产生这样的印
象：既得利益势力太强大，一
旦触动他们的利益，改革根
本难以走下去。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好经也被念歪了。

公众的担心不是没道理
的。其实，联网城市由 4 0个
扩展到 5 0 0个，住建部门的
决心是看得见的，但仅有决
心显然不够，如何去除阻挠

取得突破是摆在眼前的问
题。如果未来联网工程依然
进展迟缓，将严重损害政府
的公信力，也很容易导致各
种猜疑。

不管有多难，这项工程
都不能不了了之。期望政府
能够明确奖惩措施，并对信息
联网后如何管理、何时利用、
如何利用进行设计，以更得力
的举措不断推进这项工作。毕
竟，这场利益博弈事关重大，
如果被隐藏着的“房叔”、“房
婶”们占了上风，群众绝对不
会答应。

公众对住房信息联网工程的期望值很高，这块“硬骨头”没能啃下来，让人深感失望。在房产调控愈受重视、

反腐工作不断加码的形势下，这一工程“难产”，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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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相亲游戏

也该有个限度

□邓海建

6月30日，一富豪征婚活
动在北京某会所举行。近400

名女性相亲者通过形象、生
活、心理、情感、健康五个环
节进行筛选考评，以争取“富
豪相亲派对”的入场机会。除
了传统测试外，还要看应征
者的脉象，据中医评委称，通
过脉象能分析出人的性格，
不少应征者在这一关被刷
下。(7月1日《北京晨报》)

富豪也是人，是人在感
情上就有偏好，但问题是，如
果这样的相亲活动形成“气
候”，并通过大肆宣传传递某
种悖谬的价值，这恐怕就不
能当做“私事”对待了。

在相亲这件事上，富人

的“挑剔”，已经出离社会正
常的择偶标准，这背后，依仗
的无非是金钱的嚣张。富豪的
相亲游戏，一旦成为一种社会
现象，就需要把“度”框定在公
序良俗的底线里，分清私人游
戏与公共话语的差异，就算是
认真找老婆，也应当考虑一下
社会公众的情绪。

儿女依法探望

难保老人权益

□马涤明

7月1日上午，无锡市北塘
区人民法院对一起赡养案件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判处被告
人马某、朱某至少每两个月到
母亲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施行后的国内首例
判决。(7月1日中国新闻网)

新法刚出，便有了首例

判决，司法实践的效率值得
表扬，但关键问题是，儿女会
因为法院的判决变得孝顺
吗？有人看望问候，就能保障
老人的权益吗？

“看”与“看望”并不完全
是一个意思，而“问候”的行
为则更是由心而发。被告即
便“依法登门”了，能否给予
老人情感上的抚慰，绝不取
决于法院判决。既然都打到
了法庭上，即便亲情没有完
全泯灭，质量上也会打折扣，
法官的铁锤只能是雪上加
霜。

情感由心而发，只能是
自愿的，任何外力都无法左
右，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
逻辑，只有真心真情的“回家
看看”才是老人所需要的。在
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时候，这
些因素都是应该考虑到的，
如果连操作性都没有，何谈
法律的威信呢？

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没
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解决，只
有靠时间，等这些人慢慢退
休，换来新的血液。

近日，国家公务员局公
布的一组数字夺人眼球，从
2008年至2012年底，全国公务
员数量增长近50万人，达到
708 . 9万。湖北省统计局副局
长叶青认为，现有的公务员
队伍里，有一大批人确实能

力较差，把公务员的数量压
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工
作也能做好。

如果是缴费的会员单位
或捐赠单位因环境污染造成
公共利益受损，环保联合会
是否有“勇气”提起公益诉
讼？

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
案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

限定为各级环保联合会，联
合会章程显示，中华环保联
合会会员包括个人会员和
单位会员两类，单位会员包
括热心环境事业的企事业
单位。日前，《中国青年报》
发表评论，对这一规定作出
质疑。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评论员观察

>>媒体视点 >>公民论坛

>>一语中的

7月1日起，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网上投诉全面放开。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此前强
调，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如果网上信访真能发
挥强大的维权实效，势必吸
引更多的上访者涌入网络
平台，信访部门能否做好充
分的准备，顺畅化解汹涌而
来的维权诉求？

民众对网上信访抱有
期待，很大的原因在于规则

层面的上访救济权利，经常
被地方政府的维稳任务所
吞噬，传统信访途径上充满
了上访与截访的较量。

平台的革新只是表象，
人的革新才是根本。如果网
上信访仍旧延续以往的旧
思维，把公民诉求的表达当

做洪水猛兽围追堵截，那么
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评价标准不是访问量、
网上投诉量，而是看究竟化
解了多少矛盾，维护了多少
合法权益，改进了多少工作
作风。(摘自《京华时报》，作
者傅达林)

开放网上信访关键在实效

民众之所以热衷网购，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购
物过程中，可以跟踪订单状
态，可以对商品进行评价，
浏览他人的评价。网上信访
和网购，实质理念是相通
的，也需要加强“用户体
验”，让民众相信网上上访

既方便又可信赖。
固然不能像电商一样

允许“提醒卖家发货”“给卖
家好评或差评”，但可以通
过技术手段，让投诉提交者
可以对受理者进行监督、评
价，并且让人们能公开看到
这些评价。国家投诉受理办

公室等网上接访单位，还可
以主动“公示业绩”，比如定
期公布接受了多少投诉、多
少已有处理结果。

发挥网络的优势，需要
设计一种全新的信访工作
模式，突破信访工作目前的
困境。(摘自《新京报》)

网上信访要像网购一样方便

这对国家信访局当是
一个重大的考验，不仅考验
其硬件建设水平，更考验其
软件建设水平。

做事只有三分钟的热
情，热情过后就故态复萌地
懈怠，是一些政府部门常见
的现象。如果把群众网上信

访的激情点燃了，却不能自
始至终地做到尽可能满足
群众的合理诉求，就一定会
衍生新的不满情绪，并很可
能在网络上蔓延。

人们对信访网络平台
的期待，显然不应只专注于
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如果

“国家级”的网上信访工作
能释放预期效应，对地方性
同类平台的构建将是一个
重要示范与极大促进。只有

“国家级”平台与地方性平
台无缝对接，才有可能尽快
地付诸实际解决。(摘自《羊
城晚报》，作者滕朝阳)

网上信访别只有三分钟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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