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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
2013年9月颁布，并规定对违规公
厕管理者和使用者予以处罚。据
了解，办法颁布一年半，一张罚单
都未开。该办法中“在便器外便溺
罚100元”的规定曾被热议为“尿
歪罚一百”。近日，深圳市城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处罚是为了管
理，但取证比较困难。基层执法人
员也坦言，以前对这一块不是很重
视，且公厕多为街道城管部门管
理，也不太可能进行处罚。
（3月24日《南方都市报》）

“尿歪罚一百”，这项规定，从一
开始出台，便注定了难以执行的命
运。因为如厕一事本属私密，不可
能安置公共摄像头监控，也没有这
么多人力去布控。旨在通过此类罚
款来规正人们的行为，提升文明素
质，其实际上恰起到一种相反的作
用，公共决策之威信受损，“无一张
罚单”的事实也令此公共厕所管理

办法其他措施一并失色。
“尿歪罚一百”之执行命运，本

有预见性。为何当地相关部门仍执
著于这样的规定？深层次来说，这
是因为当地相关部门，在决策过程
中，抱有一种以罚代管的思维。不
文明使用公厕现象，的确需要匡正，
但这并非一纸罚款通知所能力挽狂
澜，它更需要一座城市整体文明素
质的提升，通过文化教育手段，潜移
默化地培养好的风气。

“尿歪罚一百”的规定，不是第
一次见诸公共视野。在一些地方的
垃圾场，一些地区的墙壁，也有类似
的标语，诸如“乱倒垃圾罚款”“乱刻
乱画罚款”。平心而言，这些要求，
其推出者的初衷都是为了建设一个
更好的环境。但说到执行，却未见
得有效。一是，罚款本身难以起到
劝诫作用，简单以罚款替代管理，是
不是暗示人们“有钱就能任性”？二
是，谁来监督执行这样的规定，一座

城市很大，执法者不可能死死守住
每一处，当罚都罚不了时，又何来的
管理作用？

“尿歪罚一百”的执行难，公众
可以一笑了之，管理部门却不能仅
当笑话听。面对公共问题，出台一些
措施强化监管，是政府部门积极履职的表
现。但具体的做法上，要注重公共决策的
可执行性。对于一些问题的治理，并
非简单依靠一些通知，就一定能起作
用。譬如庸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既抓不住关键，也没有动态调
理的系统过程，何谈祛除病根？以此
而言，诸如“尿歪罚一百”的执行闹剧，
正是呼吁公共决策者深入思考公共
问题背后的本质，思考所制订的公共
决策，是否符合实际。当我们在谈论
公共问题时，理解建立一种科学的解
决问题的方式比一纸通知更重要，针
对不良社会问题推出的公共决策才
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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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小苹果》《最炫民族
风》等广场舞，有规范版啦！3 月 23
日，国家体育总局推出 12 套广场健
身操舞，节奏欢快、动作简单，适合各
类人群。网友：这妖艳的舞步，奇异
的走姿，根本停不下来！感受下官方
版《小苹果》，你想说？

网友跟帖
@请叫我缸子：我想说，感觉好难啊。
@开拖拉机的阿凡提：舞步很HI，大
爷大妈肯定喜欢。示范引导嘛，又不
强制，我觉得挺好。
@alffar听说一定要有中文：这事还
是放手让群众自己搞吧，这玩意太
像健美操了，对大妈们来说强度有
点大。

一针见血
广场舞“到哪跳”
比“怎么跳”更紧迫

@罗志华：“怎么跳”不是广场舞所
面临的核心问题，制约广场舞发展、
容易引发争议的，并非大妈们跳得不
统一、不耐看，而是噪声扰民、公共场
地被占用等问题。也就是说，比解决

“怎么跳”更紧迫的，是“到哪跳”这一
关键问题，假如场地问题解决好了，
广场舞不再有太大争议，势必更加蓬
勃发展。

最 近 ，几 大 卫 视 正 在 热 播
《平凡的世界》。这部由经典之作
改编的时代大剧，鲜活呈现了一
幅热爱生活、自强不息的青年群
像，他们不向困苦低头，不向命运

屈服，而是像高原白杨一样顽强
地扎下根去、向上生长，这样的群
体，可信、可亲、可敬，也映射了现
实生活中诸多平凡人物的自信自
强。而贯穿其中的精气神，恰是

某些丑恶现象的反拨与警醒。“有
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
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自强是
一种生命状态，也是追求梦想者
共同的时代通行证。

广场舞迎来规范版
会受欢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