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电话：96706 邮箱：qlwbjzx@163 .com QQ群：107866225

C02 剪子巷 2016年10月18日 星期二

编辑：武俊 组版：陈华

让“奇葩证明”不奇葩还得靠法

面对各种要求盖章的“奇
葩证明”，居委会十分为难，这
是《齐鲁晚报》（10月15日B04
版）的相关报道。报道还说：在
某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单位眼
里，居委会的公章好像万能章，
遇到拿不准或不想亲自核实的
事，就让当事人找居委会出具
证明，居委会对此很是为难。

时下人们习惯于把居民委

员会称之为社区居委会，这无
关紧要，可有些政府部门或社
会单位，把居委会当成政府的
派出机构，这就有关紧要了，因
为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显相悖。
该法开明宗义地告诉我们 :居
民委员会是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当然，居委会的党组织
在上级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这
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与政府派
出机构是两码事。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
1990年颁布实施的，距今已有

26年之久。我国全民性的普法
教育也已进行了多年，时下已
经是七·五普法阶段，不知道那
些错把居委会当作下属的政府
部门，错把居委会当作政府派
出机构的社会单位，是不懂法、
不知法，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其实，把居委会当作下属或
政府派出机构的问题由来已久，
这个问题无形中加重了居委会
的工作负担。前两年，各级党委
和政府都曾为此行过令、下过
文，做出过政策限制，省政府就
曾下发《关于减轻社区负担，增
加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和

服务效能的十项规定》。规定明
确限定了居委会公章的使用
范围，并强调“任何部门和单
位不得要求社区出具超出公
章使用范围的各类证明。社区
居民委员会印章不能使用于
任何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连
带责任的证明”。

既然法律有规定，上级又有
政策，那为何问题至今未能得到
解决呢？让我说，有些政府部门
和社会单位，之所以动不动就让
居委会出具类似“你妈是你妈”
的“奇葩证明”，说到家是故意难
为人，要么就是为了转嫁责任。

其实，这些原因人们大都明白，
只不过多数人不愿意说破罢了。

让“奇葩证明”不奇葩还得
靠法。“法”即是指法律法治，也
是指解决办法。要知道，依法治
国不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
任，还应是全体国民都应当遵
循、践行的法治理念。落实到“奇
葩证明”中，居委会要善于运用
法律武器，该宣传的宣传，该拒
绝的拒绝，不能明知是“奇葩”还
给盖公章。至于那些要求居委会
出具“奇葩证明”的政府部门或
社会单位，凡事都要先看看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乱出条陈。

有话明说

济南观察者

垃圾强制分类，先把“两端”打通

□张九龙

早在2000年8个城市试点
开始，中国城市垃圾分类就打
响了“第一枪”，但15年过去，很
多人的孩子都长大了，试点却
依旧是进行时。近日，国家发改
委下发《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
案（征求意见稿）》，在这个方案
当中，济南被确定为试点城市
之一。也就是说，咱济南接下来

要强制进行垃圾分类了。
垃圾分类是件利国利民

的好事。“分类产生价值，垃
圾变成资源”、垃圾是可再利
用资源、垃圾是放错位置的
资 源 、垃 圾 可 以 变 废 为
宝……普通百姓的脑海中已
经比较深刻地形成了这种认
识，尤其是大城市，移风易俗
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济南的大街小巷，带有
分类处理标识的垃圾桶早已随
处可见，市民们也通过各种途
径接触到一些垃圾分类常识，
愿意为环境保护做些贡献。但
仔细瞧瞧，这些垃圾桶的分类

功能早就成了摆设，市民扔垃
圾并没有什么刻意区分。

说实话，这还真不能怪咱
老百姓观念落后。正如有市民
指出，他很支持垃圾分类，而且
小区里也有分类的垃圾箱，可
他曾经亲眼看到过一件事：不
同的垃圾桶，最后还是被环卫
部门都收到同一辆垃圾车里去
了，这和不分类有什么区别呢？
想起了早些年，全社会在大力
推进废旧电池回收工作，大家
的响应热情很高，但是收来堆
积如山的电池却没有厂家可以
接收，最终又不得不分散开丢
掉，因为集中丢弃的话反而污

染更严重。
因此，济南要推广垃圾强

制分类制度，首要问题就是要
配齐硬件，让垃圾处理厂更加
环保智能，适应垃圾分类的新
模式，使垃圾回收机制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而不只是一句空
洞的口号、理想的规划。只有管
理手段和处理工艺得到配套提
升，分类的垃圾能够充分利用
的那天，这项工作才能得到实
质性推进，才有实际意义。

另外，居民家庭如果做不
好，后面的难题就成倍增加，所
以源头控制环节也需要下大力
气抓。比如说，如果只有少数人

将垃圾分类、正确投放，一些不
同标志的垃圾运输车会出现空
载现象，浪费人力和汽油，久而
久之，收集垃圾的环卫工人又
不得不将“可回收”与“不可回
收”两箱垃圾混倒进运输车，而
这又不足以成为居民家庭垃圾
分类的推动力，从而便陷入了
恶性循环，演变为城市管理者
的难题。

垃圾分类是一个环环相扣
的问题，分类知识的普及关乎

“最初一公里”，硬件设施的完
善影响“最后一公里”，只有将
两端打通、做实，后面的工作才
好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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