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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政务新媒体政务新媒体
不能再犯不能再犯““老毛病老毛病””

■李英锋

近年来，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从

过去“两微一端”向短视频领域延伸，已

成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重要阵

地。不过，记者调研发现，在此过程中，

也存在低效重复建设问题，部分政务新

媒体已沦为“僵尸”“空壳”账号甚至舆

情制造者，可能损害政府形象，加重基

层负担，需进一步加强监管。

又是熟悉的问题，又是熟悉的“差

评”。前些年，一些地方或部门在运营

政府网站的过程中就暴露出重复建设、

网站不更新、互动性差、服务效率低下、

信息或栏目链接失效、站点无法访问、

空壳等问题。而今，部分政务新媒体存

在的不言不语（长期不更新信息）、自言

自语（只管复制粘贴，没有互动服务）、

胡言乱语（盲目“吸粉”，有的“公号私

用”，甚至被盗用，发布内容无边界、无

底线）、低效重复建设等乱象与之前政

府网站的问题基本相同。政务媒体的

外在表现形式虽然出现了新的发展，但

犯得还是“老毛病”。

实际上，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

展的意见》就已经点出了一些政务新媒

体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政务新媒体的

“加强功能建设”“规范运维管理”“强化

保障措施”等事项提出了明确具体的

要求，给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方案。

比如，为了避免“一哄而上、一事一端、

一单位一应用”，《意见》提出，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国务院部门应

当开设政务新媒体，其他单位可根据

工作需要规范开设；一个单位原则上

在同一平台只开设一个政务新媒体账

号，鼓励在网民集聚的新平台开设政

务新媒体账号；严格按照集约节约的

原则统筹移动客户端等应用系统建

设。然而到现在，部分政务新媒体乱

象依然，有些地方或部门显然没有严格

执行《意见》的要求。

当前，很有必要针对政务新媒体的

“老毛病”来一次全面整治，该规范的规

范，该整合的整合，该关停的关停。各

地各部门应该对政务新媒体进行限期

自查，发现问题后先行整改，并“对表”

国务院办公厅上述《意见》的要求，找差

距、补短板，进一步完善优化政务新媒

体的运营管理机制，强化人员、经费保

障，落实功能建设措施，推进责任到位，

提升运营质量。

在自查的基础上，国务院以及各

省、直辖市等应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制定

的《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

和《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

度考核指标》明确细化各类政务新媒体

的达标运营标准，依托标准通过定期抽

查等方式加强对政务新媒体的监督，并

向社会通报抽查结果，建立整改反馈机

制、复查机制和跟踪评估机制，确保整

改到位。

上级部门或监督部门在考核下级

地区或部门的政务新媒体工作时，应

结合抽查结果和整改情况重点考核政

务新媒体的运营质量和效果。还可将

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延展覆盖到对

政务新媒体的评价，为民众和企业开

通评价政务新媒体的权威渠道，借助

社会监督的力量倒逼政务新媒体健康

有序发展。

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杭州部分行

政区划优化调整，成为了我国第二轮区

划调整开启后又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事件。实施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后，

杭州将实现区域融合、要素互通，满足

核心资源集聚裂变的需要，使杭州的地

区首位度更高、辐射力更强，做强省域

中心城市。

“风物长宜放眼量”。杭州此次优

化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既是加快动能转

换、提升城市能级的必由之路，也是提

高城市治理能力、提升人民幸福感获得

感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长三角区域一

体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一步。上世纪90

年代以来，杭州市区先后进行了五轮

空间结构调整，之前的关键词是“增

量”，而这一次是“盘活存量”，这与党

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中提出的“优

化行政区划设置”的要求紧密贴合，更

与“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

的要求息息相关。

杭州优化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的消

息一经发出，各地媒体纷纷报道分析，

试图从杭州经验中寻找到能让经济实

现“换挡提速”的借鉴，希冀通过行政区

划的调整，来实现城市功能区与行政区

的匹配，促进城市发展。然而，区划调

整不是万能灵药，更不可频繁使用；各

地情况千差万别，杭州经验也不易复

制。因此，理性认识行政区划优化调整

是非常有必要的，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

因地制宜推进、稳扎稳打部署。

城市若要提升自身竞争力，更重要

的是首先应思考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

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提升城市治理能

力，建立更加综合、更加多元的现代治

理体系，以实现城市的全方位发展。当

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

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

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对于

有区划调整迫切需求的城市，应置身于

城市群乃至国际视野中进行综合考量，

充分考虑城市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发

展水平等现实条件，以及在国家重大区

域发展战略中的角色定位，做好顶层规

划和统筹安排。

对于已经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的

城市，与其说政策落地是一个结果，不

如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区划调整完成

后的全面深化改革，才是实现长期发展

红利最大化的唯一路径，才是令人更为

期盼的“重头戏”。每一次行政区划调

整，都是新一轮城市格局构建的重要驱

动力。关键就在于推动区域的地理空

间、经济基础与管理体制相适配，要以

此为契机调出改革发展的新动能，调出

体制机制的新活力，并着力优化交通、

教育、文化、养老等公共服务布局，提供

更为精准和暖心的服务，实现增进民生

福祉与推动经济发展有机统一。

在此次杭州部分行政区划优化调

整中，涉改区需要推进的工作千头万

绪，但区域运行决不能出现“真空期”。

这就要求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平稳有序，

做到无缝衔接，按照先立后破、先人后

事、先粗后细、先急后缓的原则，坚持属

地兜底，落实辖区责任，做到思想不乱、

队伍不散、工作不断、干劲不减。

说到底，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一场大考。让不均衡的城市资源得以

高效配置，让潜藏积压的发展动力得以

无限释放，让城市在区域协同中的带动

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让增进民生福祉与

推动经济发展实现融合，这才是人们乐

于从行政区划调整中看到的结果。

背景：
此前有媒体报道，江苏南京城里常

有野猪出没，2020年，南京至少出现过

20头野猪。奶茶店、地铁站、医院、大

学、饭店……都曾留下过它们的踪迹；

某小区的分类垃圾桶经常在深夜被推

倒，经警察侦察后发现同样是野猪所

为。对于拥有800万人口的南京城，野

猪的出没显然与现代化的都市景象不

匹配。然而，国内多座城市频繁出现野

生动物，恰恰说明城市可能还保留着野

生动物所需的生存条件，或者是动物也

在适应城市环境。那么，野生动物可以

和人类共享城市空间吗？我们和野生

动物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三秦：野生动物与人类共享城市

是不现实的，可能会造成城市秩序的混

乱，对人类生存也会造成安全隐患，最

大的问题则是违反了生态链。让野生

动物回归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保持

生态的平衡才是良好的结果。

@梦想：这种共生需要分类。就陆

生野生动物来说，鸟类一直和人类共享

城市，特别是在城市公园中，只要有树

的地方都能看到鸟类的踪迹。此外，无

毒无害的小型爬行类动物也可以在城

市内生活。但是对于野生哺乳动物而

言，尤其是大型哺乳生物在城里生存，

基本上没有可能。

@深圳有点野：我的答案是肯定

的。随着人类文明对自然界的不断蚕

食，一些适应能力强的动物开始进化出

全新的生存机制——与人共生。对于

它们来说，城市化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同时，作为地球上最新的栖息地，

即使城市是最不自然的生态环境，但其

本身仍有大部分可以让各类野生动物

栖息的地方，比如城市绿地、生态公园、

居民小区等等。

@嘉美猫；近年来，人类已经逐渐

认识到城市里生物多样的重要性。然

而，生物多样性既是美好的，也是冲突

的。要让多样的生物相互依存、组成

链条、进而达到共生才会实现生态的

和谐。作为一个自然爱好者，我当然

希望城市里有更多动植物生存的空

间，但这一场景的实现需要树立新的

世界观，更需要有可操作的方法论。

@漠宏庵：近几十年来人类的发展

挤压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野生动物

在有限的领地上无法满足栖息生存的

需要，因此才会频频光顾人类生活的城

区。虽然野生动物在一般情况下不会

主动攻击人，但也还是会出于本能被动

攻击。要缓解这种矛盾，唯有帮野生动

物建立起生态走廊，把那些支离破碎、

分割了的田野环境连接起来，尽量恢复

野生动物们的领地，这样人类与动物才

能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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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难点回收难点

如今，5G手机出货不断

增加，速率更快、内存更大、

性能更强的新款手机刺激着

消费者的购买欲，新一轮换

机潮来临。然而，持续增多

的废旧手机如何处理成为难

题。由于对隐私泄露有顾

虑、回收渠道不完善、价格偏

低等因素影响，不少家庭任

凭旧手机“堆成山”，宁愿闲

置也不卖。

新华社发 王 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