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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济南市委、市政府
发布《关于打造“十最”政务环
境 助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的实施意见》，一揽子确定十
个方面三十三项改革任务，倾
力打造就业创业门槛最低、市
场主体负担最轻、有效投资
空间最广、公平营商环境最
优、企业群众办事最快、政务
平台功能最强、窗口队伍形
象最佳、改革评价效果最实、
体制机制保障最好、督查问
责措施最严的政务环境。

这是一场雄心勃勃的“放
管服”改革。早在去年7月，济南
市就推出了《2016年推进简政
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转变
政府职能工作方案》，对“放
管服”改革做出一系列部署。
如今推出“十最”，则是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这一系列举
措，把来自中央层面的制度
安排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之中，
有助于构筑一条连接顶层改
革善意与基层群众满意度的
桥梁。

今年6月，在国务院召开的
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
明确将今年“放管服”改革的
重点概括为“五为”，济南此番
推出的“十最”堪称对“五为”

的最好诠释。“十最”所包括的
十个方面，都是密切关乎群众
利益的，比如“创业门槛最低”

“公平营商环境最优”，这是着
力于大环境的营造；比如“窗
口队伍最佳”“政府平台功能
最强”，是为老百姓办理具体
事务提供方便……很明显，

“十最”的直接目的是以更高
的标准优化政务环境，让群众
在跟政府打交道时，享受到极
致的服务。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此
时提出“十最”、处处把“最”作
为目标，是有现实基础的，也
是一贯的。毋庸讳言，过去相
当长一个时期，精神状态不
佳、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

不高等，严重制约了济南的发
展，影响了济南的形象。现实
正激励着济南寻求改变。也正
因如此，以去年1月的“千人大
会”为标志，济南开展了“作风
大转变、效能大提升、环境大
优化”集中整治活动，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此次提出“十
最”，则是认识到了优化政务
环境“永远在路上”，不仅之
前的成果需要巩固，更要为
下一步的工作提出新要求、
注入新动力。须知，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日益增
长的，社会公众对政府治理
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在
政务环境的打造上，地方的决
策者就应当具备工作追求极

致、用“最”要求自我的决心与
毅力。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
取也，故日新。”十九大报告已
为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指明 方 向 — —— 转 变 政 府 职
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
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
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如果说“最优”“最
好”这样的字眼极致表达了
改革愿景上的志存高远，那
么，《意见》中反复出现的“今
年年底前”则充分体现了改
革推进上的只争朝夕。让我
们期待，“十最”能如愿达成

“最实”的成效，为深化“放管
服”改革树立标杆。

立足“十最”，让群众满意度达到极致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对电商的监管不止于“双十一”

□木须虫

“双十一”即将到来，你的
购物车是不是也早已塞满商
品？日前，北京市工商局、市食
药监局等多家单位，对京东、天
猫、亚马逊等13家网络交易平
台进行了行政指导，强调不得
采用格式条款设置订金不退、
预售商品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
货等不合理规定。（11月8日《北
京青年报》）

“双十一”是一年一度网上
购物的全民狂欢，这些年来的

经历表明，“双十一”也是电商
违规违法经营，欺诈侵权的高
发期。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
权益，今年多地的工商、食药监
等部门及消费者协会，未雨绸
缪，对网络交易平台进行行政
指导，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提醒，
对平台商家可能涉及的霸王条
款、违规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进行提示，提前介入，提前干
预，无疑是监管针对“双十一”
网络平台经营秩序治理的有力
举措。

不过，电商监管并不只有
一个“双十一”，相反，理性地
看，网络平台的电商在“双十
一”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虚假

宣传、价格欺诈，是电子商务领
域常见的套路与陷阱。如夸大宣
传，通过夸大成交量、成交额、好
评度等，误导消费者，价格优惠
明降暗涨等等，在日常也很普
遍，背后是非诚信经营和恶性竞
争的市场秩序，以及由此形成的
网络经营市场文化。这些恰恰折
射出对电子商务市场的规范滞
后于市场的发育。

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特别是随着立法、
释法的完善，电子商务的经营
与管理，逐步有了比较完备的
法规体系，如《电子商务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已经审议
通过，即将实施，再加上《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食
品安全法》等，都有针对网络电
子商务的专门设计，网上经营
与服务的违法、违规界线已然
十分清晰。然而，电子商务市场
经营始终面临着徒有法不足依
的困局，例如，七日无理由退货
是法律明确规定，各种虚假宣
传被明令禁止，但在网商平台
上依然是屡禁不止。

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针
对电子商务的监管出现线上与
线下“两张皮”，与传统实体经
营区域市场区域监管关系对应
相比，谁来监管平台及商家在
职能职责与工作机制方面还存
在许多的错位，导致实位监管

的虚设。
整治与规范电子商务秩

序，监管需要顺应电子商务发
展的特点与规律，推进管理体
制与机制改革，推动监管与执
法向电商平台的融合，一方面
强 化 平 台 的 管 理 和 协 助 监
管、执法的责任，另一方面加
强对平台经营行为的常态监
测、检查，强化对商家经营信
息的管理，通过及时预警、强
制处理等，预防与控制明显违
法违规经营信息的发布，充当
好裁判角色，规范网络商家竞
争秩序。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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