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市纠正“四风”新表
现，最大的亮点就是实。明察暗
访发现问题，刨根问底分析问
题，严肃问责解决问题，都是办
实事、求实效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
设紧锣密鼓，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但是在一些地方和一
些部门，仍然留有死角，究其
根源还在于压力传导不够。
一些领导干部对党的决策部
署 止 步 于“ 知 道 了 ”“ 转 发
了”，开会发文一样不少，工
作实效却没有多少。“门好
进，脸好看，事难办”，就是

“四风”问题在高压态势下出
现的隐形变异。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

人”。济南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
会议，不是简单地“以会议贯彻
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而是
以群众遇到的实际问题为抓
手，有针对性地查找各部门
的“四风”问题。对暴露问题
的部门，以截屏取景的方式
进行毫不留情的曝光，给每
一 个 与 会 人 员 留 下 深 刻 印
象，没有“空对空”，没有以形
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会议
上 有 关 领 导 的 讲 话 言 简 意
赅，斩钉截铁，把压力实实在
在地传递下去，起到了以上率
下的作用。

抓住实际问题，更要有实
际举措。针对“四风”问题，济
南市要求守好责任落实“主

阵地”，让那些瞻前顾后、不
愿意得罪人的领导干部不好
糊弄了。“原地回访”刺出“回
马枪”，让有问题的干部不敢
拖延搪塞。全面监督铸成“铁
笼子”，让有问题的干部寸步
难行。“暗访永远在路上”悬
起一把利剑，让有问题的干
部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问责则是最有震慑力的“撒
手锏”，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
同步转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
查处，责令职能部门限期整
改。这套整改组合拳“拳拳到
肉”，不仅能打疼问题干部，还
能警示他人。

济南市纠正“四风”能做到
实打实，说明主要领导干部深

刻认识到了“四风”问题的危
害。“四风”问题不仅破坏了城
市的发展环境，更损害了党在
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加强作风
建设，就是要紧紧围绕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
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

当前，济南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正由“大明湖
时代”向“黄河时代”迈进，由
赶超型城市向引领型城市转
变。这一步不仅要走得快，更
要走得稳，只有及时倾听群
众呼声、感受群众疾苦，不断
优化发展环境，才能走出高
质量的发展之路。济南市纠
正“四风”迈出了脚踏实地的
一步。

聚焦济南市发展环境系列谈②

“拳拳到肉”让问题无处藏身

疏堵结合，让开发商难拒公贷

日前，住建部、财政部、央
行、国土部联合印发《关于维
护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
贷款权益的通知》，明确了开
发商要提供不拒绝购房人使
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书面承
诺，并在楼盘销售现场予以公
示等多项规定，维护购房人使
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权利。

从上海试点到全国铺开，
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于增强职
工购房能力、满足群众安居需
求，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房
地产市场化的进程，银行等金
融机构对购房贷款的“争夺”
愈发激烈，连带出现了房地产
开发商拒绝或变相拒绝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情况。此次四部
门下发的通知很有针对性，有
助于住房公积金发挥应有的

作用，而政策背后的“配套逻
辑”，同样值得肯定。

全面实行二十多年来，我
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不断地做
着调整。上一次调整发生在年
初，央行、住建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
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
知》，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存款利率，调整为统一按一年
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具
体到开发商对公积金贷款的
态度，也要看到新情况的发
生。按照央行的统计数据，
2016年，多为个人住房按揭贷
款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
增加5 . 68万亿元，占全部新增
贷款额的比重接近45%；2017
年上半年，住户部门中长期贷
款增加4 . 2万亿元，占比虽有
回落但仍达到37%。这意味着
银行会更加注重对住房贷款
的“争夺”，客观上会出现公贷
受排挤的情况。

细看此次下发的《通知》，
其中谈及的十个具体事项很

有针对性，有助于遏制“公贷
受排挤”的现象。事实上，开发
商对公积金贷款采取拒绝或
变相拒绝态度，大体有两个原
因。一是通过“婉拒”公贷，引
导购房者使用商业贷款，从而
更容易从银行获取资金；二是
从资金回笼的效率考虑，商业
贷款的审批政策更加灵活，审
核周期更短，对开发商更有吸
引力。具体到最新印发的《通
知》，不仅提出“畅通举报渠
道”“集中开展整治”，对违规
开发商“加大惩戒力度”，同时
还强调通过“压缩贷款审批时
限”“提高抵押登记效率”等，
为开发商接受公贷解除后顾
之忧。

有针对性的措施反映出
务实的工作思路，发布的新文
件立足于解决问题，而不是简
单地下达行政命令。《通知》中
的举措是疏堵结合的，对违规
开发商加以惩处，对其资金流
转的合理要求也考虑周全。可
以预见的是，如果能够按照通

知上的要求严格执行，拒绝公
贷的现象将大幅减少甚至完
全杜绝。相比之下，以往也出
现过一种以“严格执行”某项
制度为目标的政策文件，态度
很严厉，却难在落实。根源在
于，只是生硬地强调发挥行
政力量，却没有抓住制度梗
阻的深层原因，出台的措施
脱离现实，缺乏对相关方的
利益疏导，常常落得“口惠而
实不至”的尴尬境地。

相比之下，具体的、有针
对性的、疏堵结合的住房公
积金新举措，不仅仅关乎职
工群众享受公积金贷款的权
益，也在政策调整与落实方
面提供了积极的借鉴。好的
制度体现在落实上，无论是
对某项制度的调整，还是出
台相关的配套措施，都要立
足于实际。只有抓住症结、解
决问题的举措，才能真正发
挥作用。也正是依据实际作
用，人们才能清楚地看到相
关举措的优劣。

“网络雾霾”亟待系统性治理

□邓海建

“应该像治理雾霾一样治
理网络雾霾。”12月25日，阿里
巴巴通过官方微博呼吁对

“网络水军”进行打击。事实
上，阿里不是第一家对“网
络水军”宣战的企业。此前，
包括小米、华为、万达等在
内的企业都因为遇到了网
络水军的诋毁，通过法律手
段维护企业声誉。

这是市场里最为诡谲的
一幕———“水军”汹涌、“黑粉”
如潮，再强大的企业，面对网
络雾霾，似乎连搬个“空气净
化器”的能力都没有。

大企业抗击网谣的能力
还强大一些，比如此前万达
正式起诉造谣传谣自媒体，

“各索赔 5 0 0 万、且追究刑
责”；小业主只能在网谣的
黑浪中顷刻覆没，比如塑料

紫菜谣言导致福建晋江等地
区紫菜行业遭受重创，经济
损失逾1亿元，紫菜滞销、散
户破产。遗憾的是，尽管判
刑的判刑、辟谣的辟谣，网
络水军仍浩浩荡荡，灰黑产
业仍难以禁绝。

今年年初发布的《网络黑
色产业链年度报告》显示，黑
灰产业的日交易额可以达到
数十亿元，2016年总收入达千
亿级。网络黑灰产业从业人数
达数百万，产业链分工精细、
技术化、从业人员年轻化成为
新特点。今年“双11”，“有人仅
是通过虚假退货，十天内就赚
了近5万元”。一边是刷单炒
信，从底部蚕食市场的信任
链条；另一边是造谣诋毁，
为10万+级流量或不当竞争
猛泼脏水。

当然，以网络谣言、网络
水军、网络灰黑产业为主要特
征的“网络雾霾”，还须从两个
维度审视：一则，这不是“中国

式烦恼”，这是世界性难题。在
美国，互联网犯罪超过贩毒，
成为第一大犯罪类型；而在英
国，已认定网络安全威胁是威
胁国家安全的6个一级安全威
胁之一。二则，“网络雾霾”将
企业弱势化，但又不仅是实体
经济的毒气。它在炮制谣言
的同时，边缘化了健康的舆
论声音，边缘化了客观公正
的 价 值 体 系 ，使 网 络 成 为

“谣言集散地和放大器”，误
导公众、危及秩序，成为负性
社会情绪的发动机。

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
民规模达到7 . 5 1亿。技术迭
代、网民云集，秩序与价值亟
待重构，规矩和纪律亟待严
明——— 于此背景之下，碎片
化、原子化的“网络雾霾”如果
不能系统治理，或者仅仅靠企
业上诉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最终只怕成了审丑疲劳又迁
延难绝的“历史遗留问题”。

一个共识越发清晰：谣言

止于智，更至于“治”。
治理大气雾霾，不能“等

风吹”，更没法子用上“1500万
人同时同向扇风”的专利；同
样，治理“网络雾霾”也不能
等 良 心 发 现 ，更 不 能 等 着
7 . 51亿中国网民“转型升级”
成火眼金睛的智慧化身。早
在2014年，中央外宣办、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
工商总局就联合下发了《深
入整治非法网络公关行为
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开展
整治非法网络公关行为专
项行动。今日看来，唯有站
在保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荡涤网络世界灰黑风习
的高度，从源头上认识“网络
雾霾”的危害性，将治理议题
上升为立法与制度的系统策
应，遍地网谣才有可能收手，
罪恶产业才有可能收敛。

□马涤明

第一张“微信身份证网上
应用凭证”25日在广州市南沙
区签发，为线上、线下政务服务
以及旅馆业登记、物流寄递等
实名制应用场景，提供国家法
定证件级身份认证服务。身份
证“网证”由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在国家重大项目支撑下推出，
通过国家“互联网＋可信身份
认证平台”签发。首先在广东试
点，预计明年1月推广。

从出生到死亡，每个人都
要办一大摞的证，有些证件必
须随身携带，一旦丢失，不但补
证麻烦，还可能被人冒用去干
违法的事。这些烦心事可能会
随着“微信身份证”时代的到来
而消失。我们当然也会有丢手
机的时候，但如果丢不了密码，
或开手机需要指纹或刷脸，即
便手机落到别人手里，风险系
数也将大大降低。

身份证“网证”、刷脸识别
身份技术的应用，至少是标志
着社会公共管理从技术上进入
了“电子证”时代、“刷脸”时代。
而技术走向现实，主要问题取
决于人的重视和应用。实际上，
只要思维能够跟进，任何地方
和部门都可以实行“刷脸”管
理，所有的证件也都可以电子
化、微信化。不少单位的考勤管
理早已开始刷脸签到，说明这
一技术在一些层面早已实现了
普及式应用。而“微信身份证”
的出现，意味着今后我们无需
随身携带身份证，只要拿着手
机就可以了。

电子化证件时代的到来，
提醒公共部门应赶快摒弃“办
证情结”，告别繁琐管理思维模
式。事实上，很多证件都完全可
以捆绑在身份证上，这不难，关
键问题是，公共部门是否重视、
学习和习惯借用“互联网＋”。

“互联网＋”潜力无限，公共服
务的理念有多“大”，“互联网
＋”就能“加”出多大的格局来。
身份证可以微信化，其他证件
没有理由不可以。公共服务部
门、社会服务机构如果都能跟
进，“一部手机走天下”就不是
梦。

“微信身份证”

刷新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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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问责是最有震慑力的“撒
手锏”，明察暗访发现的问题同
步转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查
处，责令职能部门限期整改。这
套整改组合拳“拳拳到肉”，不
仅能打疼问题干部，还能警示
他人。

葛一家之言

评论员观察


	A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