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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公安部研究制定《公安机关服务保障高
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有关情况。共计26条
措施，涵盖行政许可、户籍准入、审批改
革等事项，进一步创新公安行政管理服
务工作，加大制度供给、优化管理服务、
提升安全水平，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
展。其中，试点证件照片“一拍共享、一照
通用”备受关注。据介绍，公安部将研究
制定证件照片统一采集标准，推进共享
应用，解决群众证件照片多次、多头采集
问题。

每次办证件都要专门拍一次证件
照，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证件
照版本太多，证件照尺寸有差异，“大一
寸”“一寸”“小一寸”等，每次要求似乎都
不一样。背景颜色也各有讲究，白底背景
照片用于身份证、护照、签证、驾驶证等；
红色背景照片用于保险、医保、IC卡、暂
住证、结婚照等；蓝色背景照片用于毕业
证、工作证、简历、港澳通行证、护照等。
从小到大，我们到底拍了多少证件照，恐
怕数都数不清，你不知道下一次办证的
时候要求哪个版本。

有心人会拍摄不同版本的证件照，

需要的时候就找到相应的照片。但这样
的操作未必都奏效，比如说，现在很多证
件照都要求数字版本，而这类照片又有
一定的有效期，通常都只有几个月，到下
一次办类似证件的时候难免会过期，所
以，哪怕你有心，都会面临各种证件照焦
虑，很多时候每办一次证件都要重新拍
摄一回，劳心费力不说，还造成不少浪
费。

其实，近年各地公安部门推出了不
少证件照便民措施。比如，有的地方电子
证件照可以免费拍摄，办证的时候临时
拍摄即可。不过，办证者必须自己操作，
需要一点技巧，年轻人可能没什么困难，
上了一定年纪的人就比较费力，所以这
种措施似乎并未大范围推广，很多人还
是习惯在照相馆拍证件照。

还有一些地方的便民措施看起来更
实用。比如广州，从2021年8月13日起，广
州警方联合省内各警种人像库维保单位
和市内营业性照相馆，在全市范围内试
行推出人像数据“一次采集，多事复用”
项目，民众在照相馆一次照相，自动生成
多种证件相片。这样一来，拍一次就可以
办理多种证件。不过，有个缺陷在于，这

种照片只有180天的有效期，现实中我们
办证件的时候，很难一次性就把很多证
件一起办了。上海的探索也类似，当地推
出证件照片“一次采集，多次复用”便民
措施，对于照片有效期方面更宽松一些。
按照当地规定，办理身份证业务可以使
用3年内采集的照片，办理护照等出入境
证件业务可以使用一年内采集的照片。

每种证件照似乎都有自己的审美，
门槛低的证件，如驾照、身份证等，要求
低一些，看起来也比较普通。像出入境相
关的证件，要求就相对高一些。过去每个
部门都有一套规范，没有统一标准，于是
导致了这种差异，但很难说这种差异有
什么必要性。统一采集标准，推进共享应
用，当然能减少很多麻烦，这意味着拍一
次证件照就可以办很多证件。当然，如果
能根据证件具体情形，尽可能提高证件
照的有效期，相信更能优化体验。毕竟，
每个人身体的变化通常都很缓慢，很多
证件有效期少则5年，多则10年以上，适
当提升证件照有效期也说得过去。接下
来，全国要统一优化操作，不妨把地方的
好做法吸纳进来，相信能带来前所未有
的便民体验。 据南方都市报

统一采集标准，证件照规范还有优化空间

打破周一闭馆惯例
博物馆“天天见”值得推广

近日，多地博物馆纷纷宣布打破惯
例，取消周一闭馆规定，方便市民、游客
天天观展。

数据显示，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超过
4000家，年均接待观众超6亿人次。博物
馆已不仅仅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也是
市民日常休闲活动的打卡点。火爆人气
见证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
也对博物馆的“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
尤其是暑期旅游旺季，许多知名博物馆
一票难求，能够实现“天天见”，无疑是对
游客关切的积极回应。一边天天开门承
受巨大人流压力，一边还要在夜深人静
后完成馆藏维护工作，这种“超长待机”
的服务态度，值得点赞。

博物馆要“活”，必然是要融入生活
的，多些“接地气”的创新，使其知识传递、
文化熏陶、精神交流的本位功能得以充分
发挥。多管齐下，多措并举，让博物馆文明
更好融入社会心灵，这是好事也是实事，
值得推而广之。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预约刷票劝退游客
景区管理不能一刀切

针对预约难问题，一些博物馆已经优
化预约程序，并采取措施应对门票代抢乱
象。近日，文旅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暑
期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的通知》等相关
文件，指导各地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开放管
理水平。旅游进入暑期档，国内各地旅游
市场再次迎来了一波出游高峰。但与此同
时，各大旅游城市尤其是一些热门景区和
场馆的接待压力也越来越大。为此，多数
景区为保证旅游安全容量，提升游客体
验，实施预约准入机制。时下，不少景区，不
论免费还是收费，“非预约，勿前往”“无预
约不出行，无门票不入场”已是一种习惯。

客观而言，实行预约制的目的是为了
解决景区景点高峰期拥挤堵塞严重问题，
但于景区管理的本质来说，管理者不能将
预约作为唯一选项，或者一刀切地唯预约
制是瞻。更为重要的，预约制某种程度所
导致的抢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不仅影
响游客的出游情绪，更是让“黄牛”有了可
乘之机，恶意倒票、漫天要价，使得游客无
奈“高价收票”，增加额外开支。 据东方网

公共场所的共享按摩椅该管管了
□苑广阔

8月4日下午，重庆西站管委会就网
上热传的“女子在火车站使用按摩椅、头
发被卷进机器中动弹不得”一事，回复新
闻记者，被困女子并无大碍，涉事双方已
和解，管委会已责令按摩椅公司停业整
顿。

最近几年，公共场所的按摩椅“肇事
惹祸”问题，可以说屡见不鲜。2019年6月
5日晚，广西南宁市民卢女士在万象城沃
美影城公共按摩椅按摩时，因一时疏忽
大意，头发被卷入按摩椅动弹不得。所
幸，经消防人员救援，卢女士最终化险为
夷。今年6月初，一名在广州南站候车的
旅客在使用共享按摩椅后开始全身发
痒，起身查看后惊恐地发现，按摩椅上依

附着数只肉眼可见的虫子。该旅客将自
己的遭遇发布在视频平台后，引发了网
友们的广泛讨论。

近年来，这种打着共享旗号的有偿
按摩椅，在车站、影院、机场、商场等公共
场所呈现蔓延之势，用的人有多少不知
道，但是在口碑上却越来越差，引发的吐
槽也越来越多。除了上面提到的安全问
题、卫生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共享按摩
椅的出现，大量挤占了公共空间，导致消
费者的消费体验越来越差。

举个例子，很多影院大厅，把原来供
消费者免费使用的座椅换成了共享按摩
椅，倒逼消费者在等待影片上映的时候
使用，消费者没有地方可坐，只能去坐按
摩椅，但是如果不扫码交钱，按摩椅就会
不停地进行语音提醒，让人烦不胜烦。有

些按摩椅厂商更过分，如果消费者不扫
码缴费，直接把按摩椅来个半翻转，吓人
一跳不说，弄不好还会导致人受伤。

共享按摩椅入驻公共场所，满足了
部分有需要的消费者的需求，本来是一
件好事，但是在共享按摩椅的安装厂商
赚取了消费者的使用费，公共场所的所
有者、管理者获得了出租场地的费用之
后，却给大多数消费者带来了麻烦和困
扰，甚至因为一些使用过程中的意外事
故造成消费者受伤，也就把好事变成了
一件坏事。对于公共场所的共享按摩椅，
确实该好好管管了，包括一些地方是否
适合安装共享按摩椅，也包括共享按摩
椅的数量、布局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损害
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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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无效政务APP

该砍掉了

据浙江省纪委监委官网消息，近日，
“浙江第一强县”慈溪剑指“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大刀阔斧删减贯通镇村的16个
政务APP，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消息
传来，评论区一片点赞，“求推广”的呼吁
不绝于耳。

网友为删减政务APP的叫好有多热
烈，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有多厌烦。
这些年，随着数字化改革推进，各类政务
APP应运而生，大大提高了行政工作和
为民办事的效率。然而，在“互联网政务”
的迅速普及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不少走
样跑偏的情况。比如，开发过多过滥，“村
村点火、户户冒烟”，五花八门的APP登
录都登不过来；有的功能重复，同样的数
据翻来覆去上交，差不多的内容一而再、
再而三填报；还有的在推广中强制使用、
滥用排名，动辄对工作软件下载量、活跃
度进行考核……种种“为了形式而形式”
的做法，不仅没有优化工作流程，提高管
理效率，反而空耗行政资源，徒增基层负
担。究其根源，扭曲的政绩观是一大诱
因。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干得好不如晒
得好”“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上级不注
意”等思维根深蒂固，政务APP成了“炫
绩”的工具。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最终还是要让数字化回归政务的本
质——— 实事求是，服务群众。

据长安观察微信公众号

对于公共场所的共享按摩椅，确实该好好管管了，包括一些地方是否适合安装共享按摩椅，也包括
共享按摩椅的数量、布局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等等。

近日，教育部派出多个工作组，赴各省
开展专项核查，严查就业数据弄虚作假。据
了解，教育部通过检查就业数据自查清单、
核对自查报告、抽查相关就业佐证材料，结
合有关问题举报线索和存疑信息逐一开展
调查核实和现场约谈，对高校规范开展毕
业去向登记监测、严防就业数据弄虚作假
等情况开展了针对性核查。

就业数据是出台相关政策的重要参
考，当前青年就业形势不乐观，只有数据更
准确反映现实情况，才能为就业政策及教
育改革提供参考。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是自
行统计就业数据，而国家统计局每月也在
城镇和乡村范围内开展就业统计。这样一
来，若高校统计的就业率高，国家统计局统
计的青年失业率也高，决策层难免对就业
形势产生误判。大学毕业生统计就业数据
一般由辅导员收集，而部分校方为了就业
数据过关，会将未就业的毕业生改为已就
业，并通过辅导员告知学生让其在电话抽
查中撒谎。而更坏的情况，则要求毕业生强
制与校方提供的皮包公司签署三方协议，
否则就扣留毕业证。在网友贴出的聊天记
录中，有班主任明确表示：是否可以帮你签
一个公司，因为学院每周都要找就业率不

达标的班主任面谈，一直谈到达标为止。还
有的辅导员要求学生在接到就业核查短信
时，“一定要回复‘1’，或者在接到电话时，
一定要回复在本单位就业”。

为了打击就业数据造假，教育部曾要
求各地各高校严格执行就业工作“四不准”

“三不得”规定，即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
业生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
业证书、学位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
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
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实习、见习证
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不得不切实际
向高校和学院提去向落实率具体指标；不
得层层加码向辅导员摊派就业任务；不得
将单一的去向落实率指标与就业工作人员
或者辅导员的绩效考核、评优等挂钩。

可见，教育部对现实中一些高校就业
率造假的手段比较清楚。但如何严查确实
是个挑战，就拿“严格审核每位毕业生的就
业材料，重点核查灵活就业等相关数据”来
说，其中的人力成本巨大，而面对已经被打
过招呼的学生，电话短信核查能否了解真
实情况更不好说。

当前的症结在于，评判一个专业开设
的必要性在于就业，若就业率不高，则专业

设立的必要性降低。多地在本科专业结构
优化调整的指导办法或实施意见中明确要
求，压减停撤错位过剩低质专业，建立本科
专业设置“负面清单”制度，连续3次列入预
警名单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将实行
退出机制，停止招生。高校专业的设立，不
仅包括师资力量、教研设施的配置，还涉及
相关经费的划拨，若被停招，则可能面临相
关师资的安置、办学经费的降低等问题。这
恐怕是高校就业率造假的根本动力——— 保
专业即是保学校，这会导致恶性循环。毕
竟，“保住了专业”又使高等教育脱离社会
实际需求，导致教育过剩，加剧青年群体就
业难问题。

在今年高校各专业的录取中，准大学
生纷纷反映师范专业、法学专业等分数线
普遍上涨，新闻学等专业分数线降低。这也
在侧面说明了，在填报专业时，高校就业率
在考生及家长那里的可信度降低，专业设
置与社会需求出现一定错位。

教育部此次针对就业数据的严查行动
目的是要挤出更多水分，从长期来看，更要
看清高校就业数据造假的内在逻辑，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避免就业率成为欺上瞒下、
套取经费的面子工程。 据南都社论

破解高校就业率造假，要厘清深层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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