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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问题背后，其实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整改不止于修正文字，更该有深刻反思和彻底整治热点 话题

□据《北京青年报》

瞭望塔

县政府文件大段抄袭
纸上形式主义的邪火得灭

让未成年人模式“安全锁”
不再沦为摆设

近日，广西桂林平乐县发布的
一 份《 平 乐 县 森 林 防 火 规 划
（2023—2030 年）》被指抄袭。该文
件中关于平乐县水文的介绍，竟与
400 余公里外湖南安化县的水文介
绍几乎一模一样，连平乐县不存在
的“平口镇”“小淹镇”等地名都照
搬不误。7 月 15 日，平乐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发布通报，承认此信息基
本属实，系县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把
关不严。

其具体负责人表示，此规划是由
林业局和第三方公司合作完成，有关
水文部分系第三方公司提供的数据，

“第三方公司做得太粗心了，我们抓
紧联系公司来改”。

森林防火事关生态安全和社会稳
定，有关部门要守土有责。各地应因地
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防火规
划。而如今，抄袭其他地方的材料，就算
是仅供参考，也无法打消懒政的质疑。
可以说，这种纸上形式主义的心态和作
风，远比抄袭行为本身的危害更甚。

必须要问，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
的抄袭现象，相关部门为何没能及时发
现？专业性文件看的人少，就能糊弄人
了吗？在防火工作中心存侥幸、弄虚作
假，这形式主义邪火该被灭一灭了。

“第三方公司太粗心”或许确系实
情，但不能成为把关不严的借口。林业
局作为森林防火的责任主体，又是专业
单位，怎能连基础的水文数据错误都看

不出来？还是说，懒得核对、得过且过？
问题背后，其实是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在作祟。个别公职人员乃至政
府部门，抄袭拼凑、敷衍交差交出了花
拳绣腿的“样子货”，低级错误发人深
省。此次事件暴露出相关人员文风不
实、态度不端、作风漂浮的痼疾，需对症
施药治疗抄袭病。

整改不止于修正文字，更该有深
刻反思和彻底整治，深挖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作风，破除“随手抄袭”“随意甩
锅”的怪圈。

政府文件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公
信力，每一份公共政策都要经得起实践
检验、对得起老百姓的信任才行。
评论员 韩静

据《人民日报》报道，“孩子今
年读初二，我特意在多个手机应用
上开启未成年人模式。但没过几
天，孩子就找到了‘窍门’：卸载软
件后，用家里老人的身份信息重
新注册，或者干脆和同学在别处
租用成年人账号……”山西太原
市的一位读者反映：有关部门已
经出台了规章制度，家长花心思
设置未成年人模式，为什么还能
被孩子轻易解除？

从2021年8月国家新闻出版
署发布“史上最严游戏禁令”，到
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未成年人
网络保护条例》严禁为未成年人提
供游戏账号租售服务，再到今年4
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移动互联网未
成年人模式，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的篱笆越织越密。然而，令人始
料不及的是，精心设置的未成年人
模式，竟能通过卸载软件后用老人
身份信息重新注册，甚至租用成年
人账号等方式轻易绕过限制，凸显
了进一步对其加固“安全锁”的紧
迫性。

未成年人模式失效，直接源于
技术防线没能“固若金汤”——实名
认证的敷衍与宽松，使孩子用亲友
身份证轻易绕过限制；卸载重装、应
用分身等简单操作即可破解；而多
重验证机制的缺失，更让支付行为
在无风险提示下畅通无阻。

更应看到，未成年人模式失

效，还源于当前围绕未成年人模式
的破解已形成完整灰色产业链
条。不论是电商平台上租号服务
的明码标价和客服公然承诺“不会
刷脸验证”，还是社交平台中代破
解广告暗流涌动，以及更隐蔽的

“异地过人脸”手法，破解未成年人
模式的灰色产业链条都清晰可
见。这不仅是平台监管失效的表
现，也是对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挑
战，必须“零容忍”。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平台
作为技术防线的第一责任人，应切
实堵住卸载重装即可绕过限制等低
级漏洞，并对可能滋生破解交易的
社群与评论进行动态监控。同时，
相关部门要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的执行刚性，对纵容破解或
防护不力的平台依法追责，适时开
展专项整治，斩断租号代刷等灰色
产业链。

不让未成年人模式被轻易破
解，急在治标，重在治本。当前，未
成年人模式的“内容池”常被诟病

为“幼稚单调的孤岛”，已难以满足
青少年多元化、年龄分层的信息需
求。这要求相关部门要以“疏”代

“堵”，引导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用优质内容吸引未成年人。平台
亦应建立“白名单”机制，联合权威
机构与优质创作者大幅扩充适合
各年龄段的精品内容，让未成年人
模式真正成为青少年丰富而迷人
的“成长沃土”。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家庭作为
防护网络的基石作用。家长在依
赖技术防护的同时，更要以身作
则，以言传身教为孩子树立正确对
待网络的榜样。毕竟，技术防线再
坚固也有可能被突破，家长只有认
真履行监护职责，才能真正为孩子
守护好网络安全的终极“防火墙”，
确保未成年人模式实至名归成为
护佑孩子健康成长的“保护伞”。

加固未成年人模式“安全锁”，
不能任由其被轻易破解。只有平台
筑牢技术防线、监管提质增效、家庭
夯实网络保护基石，才能让未成年
人模式“安全锁”不再沦为摆设。

北京晚报：
别再把野泳警示牌当摆设

7月 12日晚，一名中年男子夜游小
龙河时不幸溺亡。据《北京晚报》报道，
北京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小龙河是新
晋网红打卡点，尽管有“请勿游泳”的提
示牌，但每到夏季就吸引大量市民前来
亲水娱乐。

夏季溺亡事故每年都要上演，令人
痛心。一个个宝贵的生命转瞬消失，一
个个家庭就此再难团圆。惨痛的案例就
在眼前，为何浇不灭一些人在非亲水区
域游玩的冲动？有的人觉得游了几十
年，不必有什么顾虑。有的人被戏水热
情冲昏头脑，听不进好言相劝。或是心
怀侥幸，或是不以为意，安全意识不在
线。天然河湖表面可亲实则可怕，莫用
生命的代价换取一时的清凉与快乐。城
管人员的劝阻、河道管理部门“注意安
全”的警示，不是无视市民的亲水热情，
而是想让市民离危险远一点。更重要
的是，市民要听一句劝，亲水容易亲近危
险，溺亡的悲剧莫再重演了。

南方都市报：
开辟更多纳凉区
清凉也是公共服务

“ 装 得 下 公 文 包 ，也 容 得 下 安 全
帽”……近日，广东深圳持续高温，午间
时段，有网友在地铁站内看到不少建筑
工人在不影响出行的空地处，靠着墙根
或坐或躺，没人驱赶，没人用异样目光打
量。相关视频发布后，评论区不少网友
为深圳的包容点赞。

炎炎夏日，很多城市的地铁对“纳凉
族”并不排斥，有的地方甚至干脆主动对
接这类需求。比如，划出专门的区域，引
导市民集中纳凉。一块“临时纳凉区”的
招牌，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显得格外醒
目，市民聚集于此，也算是一种特别的人
间烟火气。还有哪些公共空间可以用作
纳凉，可能需要有关部门梳理、挖掘，把空
闲的公共空间整理出来，比如苏州就将一
些党群服务中心、体育活动中心、博物馆
打造成了“清凉驿站”。当思路得以转变，
资源就能得到充分利用，公共服务的升
级、城市文明的沉淀，也就水到渠成。

工人日报：
用好“差评”这块“磨刀石”

据《极目新闻》报道，近日，游客陈女
士在杭州吃火锅时，发现牛肉发黑、口感
不对，便在外卖平台写了句“牛肉边缘发
黑、口感偏硬”的实在差评。然而，这句
吐槽竟换来商家“吃的比狗舔的还干净”
的辱骂。事后以商家道歉、开除辱骂员
工收尾。

常听商家抱怨“差评是刺刀”，扎得
商家生意差、面子挂不住。可仔细想想，
很多时候，真正扎人的不是差评本身，而
是商家对待差评的态度。消费者花时间
写差评，大多是被服务或产品“刺痛”，想
用真话戳破问题——这不是攻击，而是
递来一块“磨刀石”。商家要是能珍惜机
会来磨磨食材品控，说不定能化危机为
转机；可偏要视其为“刺刀”，以辱骂回
怼，结果只能是割伤自己的口碑。说到
底，服务的本质是尊重，商业的智慧是倾
听，当消费者用差评对服务“挑刺”，商家
不妨弯下腰，把刺拔出来；当城市能包容
不同的声音，才更可能成为令人流连忘
返的温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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