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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新事

马鞍山建设“无证明城市”

“无证明”让办事不再难
罗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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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

2010 年，一部电影 《人在囧途》，让观众捧腹大笑。
这部电影以春运为背景，两位主人公的经历让人真切感
受到春运回家旅途的辛劳。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电影里，大巴车上，一车
人唱起了这首歌，让观众瞬间产生了共鸣——春运的终
点就是家。

中国传统观念讲究的是安土重迁，没有重大的事情，
不会轻易离开家乡，所以也就有了“父母在，不远游”
的说法。“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少小离
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故乡、团圆成为中国
古代文学的重要意象。

但是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离不开自由的流动，只
有流动才能带来商贸活动的繁荣，带动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沿海地区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工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大
量劳动力迁徙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但故乡始终萦绕在
他们的心中。回家，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寄
托。尤其是到了阖家团圆的春节，不管在外多苦多累，
一想到过年回家，总是让人心里暖暖的。在交通不发达
的彼时，遥远的路途、拥挤的车厢都不能阻挡与亲人团
聚的热切愿望。

春运概念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最初只是由铁路
一个部门来负责。随着规模越来越大，从 80 年代起，春
运工作不再只局限于铁路一家，而是由铁路、公路、水
路、航空等各交通运输行业分工协作，共同负责。如
今 ， 春 运 已 经 成 为 中 国 人 春 节 活 动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分。

每逢春运，国家各个部门都在周密部署，尽力帮助
每个想要回家的人都能顺利回家，这体现着国家对于个
体的人文关怀。跳出春运，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近些年，
中国不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地图上，能够看到
越来越密的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越来越多的民航机
场……这些都使春运回家的路更加丰富、更加便利。

出  发

1999 年，一首 《常回家看看》 登上央视春晚，唱出
了漂泊在外的人的心声，让无数人感动落泪。歌词中有
这样一句：“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
谈谈……”这句歌词道出了回家的意义。

回家团聚不仅是为了解思念亲人、故乡之苦，也是
为了重新休整，为新的一年再出发积聚能量。

小薛最近很烦恼，面临着去哪儿过年的选择。她在
北京工作，而她的爱人在四川成都工作。因工作安排，

小薛的爱人今年得在成都过年。“按理说，我应该去成都
陪爱人一起过年。”小薛向记者说着自己的苦恼，“但我
也想回老家陪陪爸妈，很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了，也很长
时间没有见过爸妈了，在过年的时候陪着他们意义不
一样。”

不一样的意义是什么？记者和小薛探讨了起来。“这
是我工作、成家之后才有的不一样的感受，才真正体会
到家是避风港、是加油站的含义。”小薛表示，现在工
作、生活压力大，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总有一
点想要逃离的念头。“过年回家其实就是一种逃离，和父
母在一起，可以暂时忘掉这些压力和烦恼，全身心放松
几天，等再回来工作时，就像充满了电。”

小薛的好友小巩对此也表示赞同。小巩今年春节假
期因为行程安排无法回家陪父母过年。但是谈及对回家
意义的理解，小巩表示，“虽然和父母在家时也不是‘风
平浪静’，但即使吵吵闹闹，也让我感觉无比温馨和幸
福。过年回家就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查看每年春运的轨迹，后半程就变成了从中西部、
中小城市、城镇乡村向沿海、大城市流动。春运的返程，
就是带着父母准备的年货以及他们的祝福，重整再出发。

近年来，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友分享春节假期结
束离家时的情景。有的车后备箱满满的，没有什么特别
贵重的物品，只是“你爱吃的”；有的父母送了一程又一
程，望着孩子渐渐远去；有的是离家前夜，父母仍然止
不住地“唠叨”，“明天路上注意安全”“工作再忙也要注
意身体”……

返程车票也许依然难买，高速公路仍旧会堵车，但
是带着家的温暖和祝福，新的一年新的征程就此开始。

反  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变
化，如今许多人对家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地域，而是只要
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

“反向春运”逐渐成为春运中的新风潮。所谓“反向
春运”，通俗来讲，就是把家乡的父母亲人接到城市来
过年。

小杨去年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结婚，所以今
年春节他面临着是回自己父母家还是跟着爱人去娘家过
年的问题。商量过后，小杨夫妻决定把双方父母都接到
北京来过年，一家人在北京团圆。

“从出生到现在，我每年都在自己的家乡过年，从来
没有想过在外地过年，仿佛一切都是约定俗成的。”小杨
告诉记者，“但今年不一样，两边都要照顾到，我们俩又
不想两边跑，所以决定把双方父母都接来北京，两全
其美。”

小杨已经为双方父母买好了来北京的车票，同时也
不断地采购年货，“对父母来说，这也是一次全新的体
验。大半辈子都是在一个地方过年，今年要‘背井离

乡’，投奔儿女，也体验一下春运。”小杨说。
“现在高铁太方便了，父母来北京也变得不再难，像

我念大学时放假回家乘坐的那种普速列车，父母年纪大
了可能就承受不了。”小杨对记者表示。

不论正向、反向，都是回家的方向。“反向春运”的
出现，表明中国传统的乡土情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而不断变化，是属于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反向春运”还有更新的形式：旅游过年。春节是节
日，也是假期，假期是用来休息和充电的。所以，现在

的春节，许多人选择带上家人去旅游度假。
《2025 春节旅游预测数据报告》 显示，一线城市、新

一线城市人群是春节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北京、上海、
南京、杭州、深圳、广州、重庆、成都、武汉、天津等
地出游热情尤为高涨，位列 2025 年春节出游热门客源地
榜单前列。

无论是家人来大城市过年，还是带着家人出去旅游，
“反向春运”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包容
性，让春运增添了新的魅力。

春运，
一场关于团圆和再出发的迁徙

本报记者  张一琪

1月14日，一年一度的春运再次启幕，亿万身处异乡的游子，又要踏上归家的旅途。
今年的春运将持续至2月22日，共40天。据相关部门预计，整个春运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90亿

人次。这是一场巨大规模的迁徙，背后彰显着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也承载着人们期盼团圆的浓浓心绪。
春运的旅途虽然辛苦，却让人心仪。因为无论是回家过年，还是开年再出发，团聚为每个人积聚了新的能量，

为新的一年开了好头。这是春运所承载的情感和文化，也是流动的中国的魅力。

当下，短视频成为大众休闲消遣的
热门选择。然而，一些匪夷所思的视频
内容也混杂其中，比如“作业丢在了巴
黎”“西湖 1500 元捞手机”“给住院婆婆
吃泡面”……这些“热梗”一度让人疯狂
讨论，事后“反转”又让人大跌眼镜。网
友成了被“愚乐”对象，真情实感也在摆
拍视频里“错付”。

摆拍视频为何频频获得大众关注？
稍加分析归纳就会发现，此类视频背后
自有一套引流逻辑。它们常常利用夸张
的情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吸引流量，
同时引导用户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视
频中的角色或事件相联系。用户在观看
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认同视频中的委屈
和偏见，仿佛这些内容就是自己生活的
真实反映。“共情”之余，用户便点赞、评
论、转发“一键三连”。加之推送算法的
不断优化，这些低质量短视频如同病毒
般在用户之间传播，不断强化用户的情
绪反应。

网络时代，注意力是稀缺资源，
短视频创作者想要吸引关注无可厚非，
但娱乐也要有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如
果一味利用用户心理，抛开公序良俗
追求一夜爆红和拿捏受众情绪，其危
害便不可小觑。一方面，摆拍视频往
往渲染焦虑，夸大矛盾，在其长期熏
陶下，受众很容易对现实中家庭、工
作、人际交往等问题产生负面认知，
陷入情绪的漩涡。另一方面，如果任
由低质量视频获得大流量，短视频生
态将在“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下遭到
破坏，最终波及创作者本身。

健康和谐的网络环境应该是风清
气正、积极向上的虚拟空间，短视频创作也不应
仅仅停留在追求博用户一笑的娱乐性上，更应
努力成为知识普及、文化交流和真善美传播的
建设性力量。前段时间，李子柒时隔 1000 多天后

回归，首支视频上线 20 分钟内便登上各
大短视频平台热榜榜首，网友评价其视
频内容是“慢工出细活”，是 “精神栖息
地”。可见，对视频创作者来说，市场对
高质量内容的呼唤从未改变。雷人的情
节、夸张的表演或许能一时吸引眼球，
但绝不会被市场和用户真正认可，创作
者只有沉下心来产出有内涵的作品，才
能在大浪淘沙中脱颖而出。

拒绝低质量摆拍，营造健康的短
视频环境，需要各主体共同努力。近
年来，行业相关部门正在加大对网络
短视频的监管和治理力度，例如中国
网 络 视 听 节 目 服 务 协 会 发 布 并 修 订

《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明
确界定自媒体内容的底线和红线，为
治理提供参照。对短视频平台而言，
加强内容审核则是重中之重，不能纵
容平台生态“野蛮生长”，该标注“情
节虚构请用户分辨”的要标，该下架
的要坚决下架。对普通用户来说，提
高媒介素养也是当务之急，刷到“量
身定做”的短视频时一定多留个心眼，
保持警惕，面对违规视频，可以坚定
选择取关、划走、举报“一键三连”，
如此方能倒逼网络短视频的质量升级。

过去十多年里，短视频完成了从小
众娱乐工具到大众信息平台的蜕变。面
向未来，短视频需要实现从创作到监管
各流程的精耕细作，达成从情绪撩拨到
价值传播的新蜕变，才能不让用户总是

“错付”真情。让每一次创作值得分享，
让每一次分享值得信赖，才是短视频作
为独特文化景观的生命力来源。

本报电 （记者罗阳奇） 办理公积
金贷款需要准备哪些纸质材料？过去
可能需要身份证、结婚证、商品房买
卖合同。如今，在安徽省马鞍山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无须携带纸质材
料，通过“政民通·马上办”无证明
查询核验系统，“刷脸”便能一次性
调取所有证明材料，方便快捷。

作为全市首批首家“无证明城
市”试点单位，此前，马鞍山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对住房公积金服务事
项进行了多轮梳理，最终确定无证明
办理服务事项 27 个，共涉及 76 个证
明材料，其中数据共享 64 个，部门核
验 12个，免提交率达到 84.2%。

2023 年，马鞍山市聚焦群众和企
业办事“证明多、出具难、多头跑”
等问题，率先在安徽省上线“无证明
城市”查询核验系统，创新研发的

“无证明城市”桌面交互终端。

所谓“无证明城市”，是指群众
和企业去政府机关、公共事业单位、
服务机构办事，无须提交需要自己跑
腿开具的身份证明、资产证明等证明
材料。“无证明城市”不仅是纸质材
料的减少，还意味着部分证明的取
消 ， 让 “ 最 多 跑 一 次 ” 真 正 成 为
现实。

截至目前，马鞍山全市共梳理审
核政务服务事项 3318 项，证明材料
6278 个，已实现证明材料免提交 5823
个，免提交率 92.8%。其中，市本级
政务服务事项 631 项，证明材料 1256
个，已实现证明材料免提交 1198 个，
免提交率 95.4%。

无须提交任何纸质材料，“刷
脸”即可办理公积金贷款等多项事
务，在安徽省马鞍山市，“无证明城
市”正成为现实。

“无证明”并不意味着零证明或
不用证明，而是通过创新数据共享、
部门核验等证明材料免提交方式，让
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同时取
消无法律依据、能被其他材料代替的
证明事项等，切实提升群众和企业办
事的便捷度和体验感。

“无证明城市”建设，关键在于
打破数据壁垒，让数据真正用起来、
跑起来。过去，各个部门数据互不相
通，群众和企业在办事时，只能为了
各项证明在各部门的窗口之间奔波。
有时因为资料不全，还要往返多次。
政府工作人员在告知材料要求、查看

相关证件时，也费心费力。因此，将
各部门数据归集应用，实现不同部门
之间的相互核验显得尤为重要。在电
子化办公普及的当下，还要推动纸质
数 据 上 网 ， 让 可 调 用 的 数 据 更 全 、
更广。

“无证明城市”考验着行政部门
的 服 务 理 念 。 哪 些 证 明 可 以 替 代 ？
哪些证明需要取消？哪些证明通过
部门核验即可免去？这些都需要行
政部门对自身所涉证明事项进行细
致梳理，全面审核证明材料的设立
依据和科学性，避免应减未减、应

通未通。“无证明城市”建设背后是
打通和解决群众办证的堵点、难点，
这些都需要行政部门主动作为，让
过去常见于报端的奇葩证明、循环
证明销声匿迹，真正实现从“我要
你证明”到“我为你证明”。

如今，不仅是马鞍山，山东潍
坊、江西瑞昌、福建泉州……“无证
明城市”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落地，
在便利群众、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
也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
未来，期待更多高效、便利的“无证
明城市”，让办事不再成难事。

▲ 1 月 17 日 ，
长三角铁路迎来春
运启动后的首波客
流小高峰，发送旅
客达到 280 万人次。
图 为 南 京 火 车 站 ，
旅客在车厢内合影。

徐  琦摄  
（人民视觉）  

▲ 1 月 14 日 ，
北京西站春运首日，
旅客在候车大厅拍
照打卡留念。

孙立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