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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齐鲁视点

热点直言

小处着手也有大进步
——— 简政放权系列谈之五

公交车呼唤公共意识

作为一项涉及多个方面的系
统性工程，简政放权工作需要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展，要想把好的政
策落到实处，各级政府还得把具体
工作做好。注重细节，从一件一件
的“小事”做起，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不断积累
的过程，从“小事”做起也是给以后
的工作提供经验。就拿行业协会的
规范化来说，我省的总体要求是推

进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把更
多的权力还给行业自己。为此，省
政府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2014年
底提出脱钩方案，确定试点行业；
2015年完成脱钩工作，在试点的基
础上制定一业多会的具体办法。这
样看来，某个行业试点一业多会，
也是关系到社会组织“去行政化”、

“去垄断化”的大事，迈出第一步正
是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一位参与简政放权工作的部
门负责人曾表示，现在个别地方缺
乏主动性，“工作畏首畏尾，非要等
到省里有具体要求才行动，工作效
率就打了折扣。”事实上，做好“小

事”恰恰是破解畏难情绪的利器，
我省不少地方从细节中赢得了赞
誉。比方说，淄博沂源推行的干部
代办制度，把村民事务或审批事项
交给干部去办，让“干部多跑腿，村
民少跑路”；德州陵县则是敞开式
办公，机关大院不设岗、不登记，大
大提高了服务性……正因为这些

“小事”的存在，我省简政放权工作
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整体局面。

其实，简政放权的一个重要作
用就是转变政府职能，政府的服务
性很多时候恰恰体现在“小事”上。
前不久由省旅游局主办的乡村旅
游培训班，就对农家乐改造提出了

非常具体的要求：厨房实现生熟分
离，厕所配备抽水马桶。看起来不
起眼的两条建议，看准了我省乡村
旅游在卫生方面的短板，点子虽
小，却给整个行业带来显著的指导
作用。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
简政放权的过程中，尤其一些基
层的职能部门，应该给予“小事”
充分的重视，因为一个细节上的
改变，往往能给一个群体或者一
个行业带来深刻的变化。事实
上，在我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
大背景下，任何一件“小事”，都
是值得重视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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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推电动车上公交被拒，济南
一女子拦车20分钟，直到有乘客说
要拍照片进行人肉搜索她才离去。
这样的事情让人不胜唏嘘，公交车
本是公共空间，需要人人用公共意
识去维护。(详见本报A09版)

该女子的做法或许有自己不得
已的理由，电动车没电了。但做法明
显缺乏公共意识，以致漠视了公共
利益。类似的做法近年来屡见报端，
如带宠物上公交、在公交车上大声
喧哗、在路口拦公交车等。究其原
因，我们生存的社会正从熟人社会

向陌生人社会转变，而且不断加速，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没有熟人的监
督，一些人的行为失去了约束，而强
烈的公共意识又尚未建立起来。

公共意识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之一，给人带来安全和快乐，其中
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观念，
体现了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在公
共空间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自
觉自律，维护我们共同生活学习的
环境秩序。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该
女士曾质问，公交车有规定不让带
电动车吗？要知道，随着我们整个
城市化现代化发展，我们的私人空

间越来越小，公共空间越来越大。
我们要在公共空间里和谐地生活、
相处，依赖的更多的是人们的公共
意识，而不是硬性禁令。关键是要
形成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准则，
大家一起来遵守。

公交车是公共空间，每个人都
应该自觉遵守隐形的规则。即便没
有什么明文规定，也要有公德心，
不应该对他人造成影响。试想，如
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
所欲，公交车还能成为公众出行的
便利交通工具吗？每位乘客都应该
培养公共意识，公共场合毕竟有别
于私人空间，个人离开自己私人的

空间后，就应该受到一定约束，这
是最应该遵守的基本规范。

我们在同一个城市里居住，
享受着诸多的服务和生活便利，
所以更要有公共意识。因为权利
是有界限的，你的权利，意味着
别人的义务，你的权利边界，就
是别人的权利，所以你除了享有
权利以外，要有义务和担当，要
知道妥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我们学会约束我们的陋习，当
我们处理事情变得更加理性，就
能赢得更多的尊重。

（作者为本报经济新闻中心副
主编）

编辑同志：
日前，在某单位的一次新老领

导干部交接班会上，离职的老领导
这样自我评价：“本人在工作中从不
爱和别人红脸，在单位当领导多年，
先后搭档过两任班子，相互间从未
出现过你争我吵的事儿……”这位
领导甚以为豪，但笔者不以为然。

应该说，从做人的角度讲，在日
常工作、学习、生活中，遇事大度讲
风格、讲宽容，不与人争高低、生事
端、闹红脸，是有个人涵养的表现，
应该值得提倡。但一旦放到工作的
层面上，尤其是涉及一些原则性问
题时，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若是单
纯为了求得班子的一团和气，或是
为了在民主评议时能获个“满堂
彩”，就凡事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敢进行正面的思想交锋，那就不
仅缺乏基本的党性修养，而且也是
对党性原则的一种亵渎，更是对歪
风邪气的一种纵容。

作为单位的领导及其他党员干
部，切不可一味迁就个别，而必须敢
于拿出“红脸”的勇气，以鲜明的党
性原则坚持正义，树立正气。只有这
样，才能触动每个党员干部的党性

“神经”。
（读者 陈广斌）

“不爱和别人红脸”

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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