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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容错机制规范运行容错机制规范运行
须靠法治来保障须靠法治来保障

■李英锋

近年来，容错机制在基层屡屡被

提及，其运行状况如何？一些干部认

为，容错机制出发点很好，但多数政

策成了墙上画大饼，能看不能“吃”。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对建立激

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提出

明确要求。干部的认知能力、判断能

力和操作能力有其局限性，在工作过

程中尤其是一些开创性工作过程中，

往往要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标准的模

式和思路，更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

鉴。面对纷繁复杂的情况，干部在干

事创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

样的失误。建立容错机制，是对工作

规律和工作失误的客观理性认知，是

一种包容审慎的激励措施，能够让干

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能够激励干

部锐意进取，保持敢探索、敢创新、敢

实践、敢干事的劲头。

然而，如果容错机制的设计存有

缺陷，或者执行容错机制出现较大偏

差，就很容易出现不该被容错的人被

容错、该被容错的人被问责等问题，

就会背离容错机制的初衷。一些干

部难免会产生“容错不如不错”“多干

不如少干、少干不如不干”的保守心

理，进而在工作中失掉担当和闯劲，

失掉阔步前行的动力。

根据一些基层干部的反映，围绕

容错机制，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有些地方的容错机制基于部门

文件而建立，缺乏纪检等监督部门的

设计参与，即便容错机制是以地方党

委、政府的名义制定，也大多属于红

头文件，层级效力太低，难以被监督

部门适用，难以起到保护干部的作

用；二是容错机制的适用程序过于繁

琐，适用门槛过高，适用条件过于苛

刻，干部很难达到容错的标准；三是

有些地方的容错程序不民主、不科

学、不规范，具有主观选择性，形成了

错误的容错导向，损害了公平正义。

容错机制不能等同于纠错机

制。要规范容错机制的运行，就得

让容错机制法治化、权威化，让容错

机制中的从轻、减轻处理或免予处理

有法可依，让纪检监察、检察、法院等

部门成为容错机制的设计者、认可者

和执行参与者。容错机制应该充分

考虑工作情况的复杂性和探索工作

的难预知性，在党纪和法律的底线之

上科学设定容错的标准和条件，避免

陷入“唯结果论”的误区，增强容错的

时效性、可操作性，创造更宽容的容

错环境。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

提和保障。容错机制该明确专门的

责任部门和流程，把容错的每一个

环节都纳入法治轨道、纪律轨道，确

保容错操作的规范性、公正性、客观

性、民主性。

诚然，建立容错机制本身也是一

种探索，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只

有不断提升治理能力，让容错机制少

犯错，才能充分释放其激励干部干事

的功能，才能让干部在容错机制中找

到想干事、敢干事的心理空间和实践

空间。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发展逐步由

粗放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增长、从增量开

发转变为存量开发，城市更新已成为转

型发展的重要手段。

曾经，诞生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城

市工业遗址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

进，逐渐出现了功能性衰退、结构性失

衡等问题，与城市发展的功能布局、空

间结构及生态环境不相适应。如今在

城市更新理念的引导下，人们对待工

业遗产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批

批工业遗产成为了各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优秀历史建筑、优秀近现代建

筑，如哈尔滨滨洲线松花江铁路大桥、

旅顺船坞、北京焦化厂、南京金陵制造

局等。与此同时，武汉、广州、黄石、承

德等城市还出台了工业遗产保护的地

方法规，明确了工业遗产保护范围，划定

了权属责任。

虽然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已得到

了国家层面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等五部

门制定的《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实施方案》也为老工业城市以文

化产业复兴带动城市全面振兴提供了方

向指引，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工业遗

产心存疑惑，比如，留存这些落后于时代

的旧厂房、旧机器有什么意义？为什么

不利用这些工业区用地建设新的高楼？

城市更新是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的

宏大工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社会实

践。工业遗产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组成

部分，蕴含了时代及城市的记忆，对其的

保护和利用就是对有限的产业文化资源

的开发和活化。在城市与城市、地区与

地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谁能在城

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抓住机遇，更好地

为自己的城市保留住宝贵的产业文化资

源并创造活力，谁就能先人一步产生更

高的资产附加值，在新时代下实现城市

的转型复兴。

显而易见，存量的保护和利用远比

增量建设困难得多。本报在调研过程中

发现，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在政策体

系和商业环境方面尚存堵点。

一方面，工业遗址属于工业用地性

质，在保护开发过程中还没有与消防、质

检、工商等相配套的政策及管理体系，这

直接影响了工业遗产升级改造的整体规

划及发展进度。同时，政策、规划的可持

续问题不解决，就意味着得不到长期承

诺，政府、企业或者个人无论谁参与其中

都要面对极大的不确定性，比如空间使

用权期限偏短、面临新一轮拆迁改造。

面对这种状况，努力也许无法获得承认

和积累，付出可能无法得到有效回报，社

会资本进入的态度将变得模糊，仅凭政

府一己之力则无法形成各方协同的良好

合作局面。

另一方面，目前工业遗产改造多向

创意园性质方向发展。在创意园商业模

式中，国内市场还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成

熟案例，而且国内文化输出商业体在市

场中的竞争力通常比较薄弱，因此需要

政府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如审批

流程、资金扶持、商业政策、媒体资源

等。要想获得更高的市场价值判定，工

业遗址的保护和利用还有哪些创新空

间？以哈尔滨滨洲线松花江铁路大桥为

例，该桥结构状态良好，还具有持续使用

价值，有人提出可与城市交通设施相结

合，探索建设城市轻轨，使之成为哈尔滨

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百年

老桥焕发新的生机，并在运营中得到持续

的维护保养。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此保

护性开发的设想不失为一种双赢的举措。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保护再利用选择

哪种业态，必须要根据工业遗产的特点融

入当代诉求、社会需求，而不是进行“抄作

业式”“运动式”的改变。怎样复苏工业遗

产的生命力？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该如

何拿捏？如何与周围环境相得益彰？怎

样才能经受住市场规律的考验生存下

来？这样的探寻一直在进行着，也必将继

续下去。

背景：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晒出深圳地铁

一号线车厢图片，图片中车厢地板、墙壁

上都贴着“童言无忌”的标语，其中“爸

爸，长大以后我想嫁给你”“妈妈，长大

以后我想娶你”等内容引发网友质疑。

据悉，该广告是深圳新东方投放的地铁

广告。深圳新东方相关工作人员称，选

题是想表达简单纯粹的亲情。目前，上

述广告已撤下。

@老豆ZHOU：童言无忌的话那么多，

非挑这种有歧义、有争议的？

@殷宇平：真正从孩子嘴里说出来的

话才叫童言无忌。成年人假借孩子的

嘴说出来还要给成年人听、看，这本身

就不是“童言”。童言无忌是对儿童认

知不足的包容，但是如果成年人用该

“忌”的东西模仿童言甚至误导儿童，这

就是大“忌”。

@郝小图：在营销上搞创意无可厚

非，但尊重公序良俗是红线也是底线，

任何试图挑战价值底线的行为都是不

可取的。

@朱昌俊：广告需要创新，但总有些

价值底线是不应该被拿来做“卖点”的，

更不应该以博出位为乐，以“打擦边球”

乃至恶趣味来换关注和流量。即便是在

“流量为王”的时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

的企业，尤其是那些知名企业能够经得

住诱惑，不为“不分好坏、只问关注”的不

良营销风气推波助澜。这是对受众的尊

重，也是对品牌形象的必要呵护。

让工业遗产重生为城市转型赋能让工业遗产重生为城市转型赋能

正确健康的价值表达是广告不能突破的底线正确健康的价值表达是广告不能突破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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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悠大法忽悠大法

“学完Python，可以上

天”“零基础入门，小白三

天也能学会”……近期，社

会上兴起了各种人工智能

“速成”班，声称可以通过

几个月的学习，实现“转

行”和人生逆袭。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机构往往存在讲师资质参

差不齐、学员简历造假、培

训效果被夸大等问题。专

家认为，作为一个面向未

来的产业，人工智能方兴

未艾。但行业出现的虚

火，也给了教培行业投机

取巧的机会，消费者对此

需要保持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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