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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公示怎会特别增加负担

@冯勇：现实生活中有些投机
取巧的人，明明自己衣食富足却偏
要冒充贫困家庭骗取救助。对这种
不良现象，除了加强监管与审查，将
申请者的申请信息公之于众，有利
于监督，还会对弄虚作假者形成震
慑。况且，因客观原因致贫的家庭，
其状况其实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会有
所了解，公示出来并不会特别增加
他们的负担，只会让大家有一个公
允的评判。

理想资助应顾全自尊

@彭磊：公示的最大作用在“阳
光透明”，方便社会监督，避免“暗箱
操作”，但公平与隐私权的平衡需认
真考虑。理想的资助，不仅要实实在
在改善其生活，更要顾全其自尊和
意愿，可由部门牵头联合各界组成
监督调查组，查证信息是否属实。在
公示阶段，事先征求公示者的个人
意愿。如果在调查时处事公正，完全
可保证情况真实，就算不公示，也能
确保救助落到实处。

别把救助当宣传工具

@郑三运：困难也好，残疾也
好，都是生活事实，不会因公开而将
生活变得更糟，相反能收获更多的
社会帮助和同情。既然自己同意得
到单位的帮扶，就不用计较相对的
公开，公开的无非是得到救助的主
要原因，目的是让群众信服。从个人
角度讲，要摆正心态；从单位来讲，
要尽量保护个人隐私，不能把单位
救助当作一种宣传工具。

帮扶也别节前扎堆

@王平昌：建议对困难家庭的
帮扶不应集中在节前，而要常态化。
对于尚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可安排
到福利企业就业；对于家有病人需
要照料的可让其享受低保待遇，并
在社区给其家人安排适当的岗位，
方便照看病人。这些举措，困难家庭
可能更乐于接受，也能使他们通过
自己的劳动及早走出困境。

困困难难户户获获救救助助
个个人人信信息息要要公公示示吗吗 可在社区里适当公示

@徐可顺：依我在基层街居工
作的经历，觉得在社区公示被求助
人员信息为好，公示内容也仅涉及
其姓名及住址门牌号就足够了。街
里街坊的，谁家里有几口人，生活
怎么样，居民都比较了解。选在社
区公示，一是便于群众了解救助人
员情况及国家救助金使用情况，起
到监督作用。二是有效避免了“张
冠李戴”式的救助。其实，被救助者
比较无奈的是，救助场景被拍下来
上电视宣传。

建立困难户动态数据库

@甘泉：要确保各项救助真正
落实到困难群众身上，并实现救助
的人性化，需要科学地把群众的困
难情况按轻重缓急做好排序，然后
经居民民主评议并进行公示后录
入动态信息数据库，并定期进行更
新维护。对困难群众基本信息和受
助信息进行综合建档、分析评估。
建立救助数据库，能使救助标准动
态化，有效衔接建立经济发展、物
价波动等相关联的动态调整机制。

【郑三运】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郑
三运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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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王乐良：公示困难人员的实际情况
的确有必要，不然只是为了维护个人隐私而给
个别损公肥私者以可乘之机，就有失公平公正。
救助帮扶资金及物资也应该公示出来，让受助
者心里清楚上级救助的物资到底是什么，应该
到手的是什么，补助金到底该领多少，不能是一
笔糊涂账。

二辩@刘丽：采取公示的办法，可让职工相
互监督，也让那些不太困难的职工不再申请救
助。其实家庭困难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相反大
家都很同情。有的同事家属得了白血病，工会组
织捐款大家就纷纷伸出援手。

三辩@刘曰章：每到年底，补助困难职工和
居民似乎已经成为惯例，对困难户的筛选，必然
要进行公示，防止有些投机取巧者浑水摸鱼。各
个家庭造成困难的情况不一，进行公示说明理
由是必须的，也解除了其他职工的疑惑。如果不
进行公开，就可能会产生误解，让不明就里的职
工为想得到补助闹情绪。

四辩@黄伟民：许多单位节前给困难家庭
发放补助和物品，是有数量和人数限制的。经
过审批后再公示是出于公平公正，也是为了
防止其他职工质疑或者没过审批关的职工攀
比。其实，隐私是相对而言的，没有哪个人是
在大家都不知晓的情况下暗暗地得到救助
的。能够得到救助的首要条件就是家庭确实
困难。至于自己的家庭情况，对外早已不成为
隐私了。

一辩@田华：很少有人心甘情愿地申请救
助，这将预示着自己的无助无能，哪怕是一些
一无所有的人，也想维护自己的尊严。把贫困
户的情况详细公示，无疑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
盐。要想让救助落实到真正困难的群众身上，
就需要单位的工会组织和各居委会平时对工
人及居民家庭情况多多留意。

二辩@王海军：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救助而
忽视对人家隐私权利的保障，那善行义举就会
大打折扣。其实，每个辖区社区居民的实际情
况，居委会应了如指掌，只要严把救助关口、提
前摸清救助人员的情况，不用大张旗鼓地公
示，也能够让人心服口服。

三辩@张颂华：贫困户在需要物质帮助的
同时，也需精神上的尊重和救助，当然应该保
护他们的个人隐私。各单位和部门可在发放物
品时切实了解其致贫原因，有什么需求，根据
情况提供必要的帮助。

四辩@孙式建：在一个单位当中，每个职工
群众家庭什么样的情况，谁家困难不困难，做
领导的都应一清二楚，在困难救济申报和发放
方面当然要公开透明。但从个人隐私方面来
讲，应该尽量少给困难群众照相，并公开发布
相关信息。一些单位和部门领导到困难群众家
中走访会拍照留念，甚至会以简报的形式发送
到各级单位部门的网站上，殊不知这对于困难
群众来讲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多少会伤及他
们的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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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节前，不少单位或部门都要给家庭困难的职工和居民发放补助或物
品。为保证帮扶公开公正，需要帮扶者先填写申请，然后上报、经审批后进行公示。
该做法确实能够保证一定的公平公正，但近期也有市民质疑，得到帮扶确实是好
事，但一旦被救助，夫妻离异、孩子残疾等个人隐私信息就要被详尽公示，会给困
难群众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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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给困难职工和居民发放补助或物品的活动不少，而一些离异、孩子残疾等困难群众个人
信息的公示引起了争议。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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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才能保证公正透明 救助也需精神上的尊重

说起被帮扶，朋友皱眉头

@王朝：日前去朋友家串门，进
门后就发现朋友皱着眉头。他说自
己又被列为单位的帮扶对象了。我
说这不是好事吗？可以缓解一下生
活压力。但朋友却说，得到帮扶确实
是好事，但每年填写的申请表都要
在单位公示，他家孩子胳膊有残疾
的隐私全部被暴露了。笔者希望相
关部门在给困难职工雪中送炭时，
采取保护受助者隐私的信息核实措
施，杜绝因此带来的不良影响。

就业帮扶更实在

@孙金英：我的儿子儿媳都是
聋哑人，我深知有残疾人家庭的不
易。帮扶困难家庭，不应只是年前一
阵风。相关部门或单位应经常走进
困难家庭，关注他们平时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虽然很多残疾人也渴
望自食其力，但却常常没有单位
接纳他们，就业帮扶，比年前集中
送面送油要实在得多。儿子儿媳
虽是残疾人，但却都喜欢看报纸，如
果送温暖时除了物质帮扶外，更加
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送上一份报
纸或杂志，相信也能让他们感受到
另一种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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