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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是 GPS，用来监管我
们工作的。”近日，江苏省如东县环
卫处南区60余名环卫工人每人领
到一个“白盒子”，根据要求他们上
班时必须佩戴。此举一时引发广
泛关注，相关负责人称该设备为便
携式定位终端，是为了实现智能环
卫管理的一种手段，包括管理者都
需要携带的。但环卫工人表示这
一做法感觉不自在，也有市民认为
这是对环卫工人的不尊重。
（9月 16日《广州日报》）

江苏省如东县用 GPS 定位的办
法管理环卫工人上班，是运用智能手
段强化管理的一种体现，应该说是一
种时代的进步。但所遭遇的舆论反
弹，却不令人意外。因为这种富有突
破性的监督手段，理想意义下，本该

先由一些更需运用定位系统监督的
机构实践，让公众有个适应的过程。
然而，此次江苏如东县的环卫部门，
作为公共部门，却对环卫工这一社会
群体率先实现GPS定位监督，无疑将
引发一场观念冲突。

必须明白的是，关于环卫清洁工
作的管理，从来都不只是单方面的监
管。它同样包括如何最大限度激励
环卫工人的积极性。以GPS定位来
监督，虽然能够起到某种作用，但需
明白的是现实语境下环卫工人主体
知识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未见得能够
理解智能化管理的科学意义，将GPS
定位看作一种不尊重。

科技时代，GPS 定位监督能够发
挥一定的效用，但需警惕的是科技万能
主义的理念。缺乏更合理机制配合下，

仅仅塞给每一个环卫工人一部GPS定位
仪器，所引发的可能是一种工作上的懈
怠。毕竟，GPS只能知道人在哪里，却不
能知道这一片地区清扫如何。在高科技
管理之外，主管部门松懈管理，只能让所
谓的智能化管理沦为纸上画饼。

对管理者而言，将自身也纳入
GPS管理虽体现了善意，但管理者毕
竟不用上街清扫，这种做法仪式意义
大于实际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如何真正让GPS管理令环卫工人适
应，需要更多“赏罚分明”的制度细节
支撑。换言之，在实施智能化管理之
外，应更加注重环卫工人待遇的提
升，以及如何让环卫工人的工作成绩
与实际待遇挂钩。毕竟，再先进的科
技手段，还要落实到人。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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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定位环卫工：
智能管理还需政策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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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中秋节快到了，你家孩子有

加入献“爱心月 饼 ”行 列 吗? 近
日，广州部分学校的家长为买月
饼，颇费周折——他们要完成孩
子交代的作业——征集月饼献
爱心。学校发出“自愿捐献”通
知，家长心理很微妙，感觉被迫
完成“任务”。
（9月 16日《法制晚报》）

既然是献爱心，为何规定不接受
散装月饼，而要求月饼包装完整，难
道散装月饼就不能体现学生的爱心
吗？这种行为不仅增加了家庭负担，
还容易在学生中形成攀比炫耀心
理。再者，既然是自愿行为，就应该
根据个人能力量力而行。捐什么样
的月饼，捐多捐少均是爱心体现。学
校应该一视同仁，给予肯定和鼓励。
可是学校却将各班级捐献月饼的数
量进行排名，这种公开排名使捐献月
饼的爱心活动变成了班级之间的比
赛，与自愿背道而驰。

此外，要求学生捐月饼，虽然是
一次爱心教育，可是学生没有经济能

力，所捐的月饼大多是家长掏腰包。
家长买来月饼交给孩子拿到学校献
爱心，这种纯形式的捐献活动对培养
学生的爱心意识到底有多少作用，值
得怀疑。

因此，中秋节献爱心不一定非要
捐月饼，学校应该考虑到学生的经济
来源，以及家庭的承受能力。完全可

以组织学生开展其他的爱心活动，比
如，带领学生去养老院或福利院捡垃
圾，打扫卫生；组织学生为老人举行
一场文艺晚会；陪孤寡老人共度中
秋。凡此种种都是很好的爱心行为，
不仅可以减少活动成本、减轻家长压
力，还能培养孩子的爱心意识。
□刘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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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上班不讲方言
你支持吗？

媒体记者近日从江苏省
教育厅获悉，刚刚出炉的《江
苏省县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普及情况监测指标体系》近期
将下发。其中规定：县乡公务
员上班讲方言将被“扣分”。
（9月 16日《扬子晚报》）

正方

上班时间不讲方言
更利公务员工作

@陈勇钊：许多单位的工作
人员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上班
时间讲方言，一旦沟通信息、讨
论问题时，你讲得口若悬河，别
人也会听不懂。这样不利于人
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更不方
便工作。

@王捷：公务员经常要与外
来打工群众、外来投资商打交
道，为了便于沟通交流，必须讲
普通话，否则会成为双方交流沟
通的障碍。

反方

向公务员推广普通话
不能“一刀切”

@浦江潮：普通话应当成为
公务员的基本工作用语，但不能

“一刀切”，一切应视场合、情况
和服务对象而定，一切以群众听
得懂、方便交流沟通为要旨。

@汪昌莲：要求公务员学会
讲普通话，也“心急吃不了热豆
腐”，比如，分期分批组织公务员
进行普通话培训，就比这个强制
性的规定效果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