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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配备老花镜、放大镜，安排
药师值班为老年人提供咨询；药企推
出语音播报、全时空客服、简化说明等
创新举措；对药品说明书进行适老化
改造……（9月11日人民网）这些暖心举
措，体现对老年群体的关心照顾，彰显

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让老人更方便、
更舒适，把适老化改造改到老人的心
坎上，需要从老人视角看问题、想办
法，才能让障碍转化为关爱，切实提升
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程曼诗）

医药适老化改造

前不久，二十届中央纪委常委会就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着力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举行集体学习，
强调要聚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强对干
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深化运用“四种形
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以严管厚爱结
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网站也刊文，打消干事者“洗碗越多摔
碗越多”的顾虑。

在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对严管
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一些地方在
实际执行中，还存在简单化、泛化等现
象。因为对严管的原则、路径、目的等
把 握 不 深 、不 准 ，产 生 的 一 些 不 愿 担
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利于
事业发展。“严管而不管死、厚爱而不溺
爱”，在纠正认识误区、把握行为边界、推
动担当作为等方面，这样的强调和阐述
很有必要。

深入看，严管背后其实有“两重天
地”。一个是依纪依法划定的禁入之地，

一个是鼓励担当作为的奋斗之地。前者，
对应的是“严”字当头这一管党治党最鲜
明的特点，明确的导向就是红线意识，释
放的信号就是有的领域，党员干部不能进
入，有的事情，党员干部不能干。后者，对
应的是在守好底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激
发党员干部积极性，以清清白白做人、干
干净净做事，涵养风清气正的生态，凝聚
干事创业的力量。

少数党员干部之所以对严管有错误
认识，少数地方之所以在落实中产生一
些主客观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认识不清
醒、不到位。体现在“两重天地”上，就
是只看到禁入之地，看不到奋斗之地；
只看到禁入之地的约束性，看不到奋斗
之地的激励性。由此导致的思想和行
为上的偏差就是：“为了不出事，宁可不
干事”，“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
手”。

严管是要激活一池春水，而非变成一
潭死水。中央明确监督执纪的“四种形

态”，环环相扣、依次设防，尤其强调在
“前线”严防死守，正是基于对全面从
严 治 党 的 深 刻 洞 悉 和 把 握 。 看 待 严
管、落实严管，既要看到禁入之地的带
电状态，心有所戒、行有所止，更要看
到奋斗之地的作为空间。党员干部不
能在远离禁入之地的同时，要大胆走
进广阔无垠的奋斗之地，轻装上阵、谋
事干事。

让作风一新的严管，之所以赢得认
同，就是因为善于运用规矩的尺子去精准
衡量处理问题，以经得起效果的检验，释
放出了强劲正能量。与此同时，严管要与
厚爱结合，严管本身也是厚爱。要把刚性
明确地标识在禁入之地，把热情清晰地
标识在奋斗之地，分清党员干部行为是
为公还是谋私、是过失还是故意、是担当
还是懈怠、是敢为还是乱为，把脉问诊、
精准施策，才能在最大限度防止党员干
部出问题的同时最大限度激发党员干部
积极性。

严管是为了激活一池春水
□ 湖北日报评论员 程曼诗

阅读提要

分清党员干部行
为是为公还是谋私、
是过失还是故意、是
担当还是懈怠、是敢
为还是乱为，把脉问
诊、精准施策，才能在
最大限度防止党员干
部出问题的同时最大
限度激发干事创业积
极性。

近日，教育部颁布《校外
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对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立规定则，
旨在加强校外培训监管，使校
外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
补充。

“双减”政策实施两年以
来，校外培训治理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但在一些地方，“转
线上”“转地下”“换马甲”等隐
形变异现象时有发生。在直
播平台上渲染“暑期最可怕”、
炒作暑期培训，背后是打着兜
售课程牟利的“小算盘”；表面
上是家政、保姆上门服务，实
则进行语数外等学科类家教
辅导；打着“儿童剧本杀”的名
号“寓教于乐”，只是换个地方
让学生做奥数题……放任这
些问题存在，会继续增加学生
课业压力、家长经济负担，也
会对推进“双减”政策造成不
利影响。

加大对隐形变异违规行
为的处罚力度，是深化校外
培训治理的内在要求，也是
落实“双减”政策的题中应有
之义。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
构、擅自开展学科类隐形变
异培训、擅自举办社会性竞
赛，价格虚高、“超标超纲”、

“卷款跑路”，由此产生的各
种焦虑虽然看不见，却实实
在在地压在学生和家长的心
头。从印发《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打响“双减”第一枪，到印发

《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
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
知》，坚决查处学科类校外培
训隐形变异问题，再到颁布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
法》，一系列相关法规充分照
应到了社会焦点、群众痛点，
为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提供制
度保障。以法之名让校外培
训在轨运行，就是要全方位、
多层次、立体化织牢织密规
范校外培训的防护网，让其
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充。

“双减”改革是治标之策，
是由“小切口”做出的“大文
章”。应该看到，随着教育改
革发展，社会竞争压力层层
传导，家长期盼孩子接受更
加优质的教育，互相攀比、暗
自较劲的心理依然存在，“不
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短
期内难以消失。熨平这些长
期积攒起来的社会焦虑，没
有捷径可以走，也不可能一
蹴而就。要铲除制造教育焦
虑的土壤，就要从根本上解
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逐
渐在全社会营造对待教育的
理性平和心态，让尊重教育
规律、成长规律的理念在更
广泛的现实层面扎根。

纾解看不见的焦虑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开放式设计、红黑色调搭
配，配置“一键叫车”“12345
手语服务”“一键通”等功能
……这样富有时尚感和现代
感的设施，是出现在上海街头
的新一代公用电话亭。（9 月
12日《经济日报》）

随着手机普及，公用电话
亭这一曾经遍布城市街头的
设施，几乎快要被遗忘了。
不少街头电话亭或是被拆
除，或是长期无人维护，成了
城市的“累赘”。但要看到，
街头电话亭承担着免费拨打
110、119等紧急电话的作用，
当人们没有零钱、没有手机
或手机没电等情况下，能够
起到“救急”的作用。通过对
街头电话亭进行“与时俱进”
的改造，能让电话亭发挥出
更多积极作用。上海几年前
就做过各种尝试，比如将电
话亭改造成“悦读亭”，放入

实体书或电子书等；将街头
电话亭变成 5G 小微基站，变
成公共信息服务亭等等。其
他一些城市的做法也值得借
鉴，有的电话亭被改造成最
小图书馆，还有的放置自动
除颤仪、ATM 自动取款机，
并提供手机充电等服务，极
大方便了市民。

公用电话亭带着新功能
焕新回归，证实了这一服务的
可行性。“数字公话亭”进一步
拓展了电话亭的公共服务功
能，而不是“一弃了之”“一拆
了之”，更好盘活城市的闲置
公共资源，体现的是城市的管
理智慧与精细化治理水平。
不仅是街头电话亭，像对城市
地下空间、报刊亭等公共空间
的开发利用，都需要做到物尽
其用，让公共空间实现优化配
置与充分利用，为城市居民提
供更多便利。

数字公话亭焕新归来
□ 戴先任

漫画／王鹏

9 月 11 日 17 时，国家图
书馆总馆北区中文图书区依
然座无虚席。据报道，自9月9
日起，该区域开放晚馆，在3月
至 10 月期间延时开放至 21
时，以更好地满足读者的借阅
和学习需求，进一步推动全民
阅读，用书香点亮夜生活。大
一学生小许和同学席地而坐：

“国家图书馆的资源比我们学
校图书馆更丰富，我们白天的
课排得比较满，现在开放晚馆
了，下了课都能赶过来读读
书，充充电。”

文化场馆开启“夜读模
式”，不少地方已在积极行动。
以宁波图书馆为例，开启“夜
读模式”一周之后，其单日图
书借还册次比暑假期间的最
高峰值增长了近 1000 册次。
过去，面对“公民阅读率普遍
不高”等文化发展瓶颈，人们
注意到这样一个矛盾，很多上
班族在 8 小时工作时间里，根
本无法抽出时间去图书馆借
阅，而下班后图书馆等文化场
所通常已关门闭馆。这种“公
共文化服务”与“群众阅读需
求”之间的脱节，使得借阅图
书的机会受限，削弱了公众

的阅读热情。事实证明，在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只要公
共文化机构愿意根据大众文
化发展需要，进行与时俱进
的调整，及时扩展公共文化
服务的范围，有效提升公共
文化服务的内涵，看似“相对
疲软”的文化热情，是可以被

“点燃”的。
近年来，人们对文化发展

和文化服务提出了多元化、个
性化、高水准的新要求。图书
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
化机构的服务思想、开放模式
等等，也应该根据公众和时代
要求，进行适时调整和改革，
强化为民服务的职业内涵，始
终坚守为公众提供精美精神
食粮的初心使命，及时破解文
化发展过程中的“预约难”-

“开放时间有限”等发展难题，
满足群众的新需要。

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公益性和
反哺性是它应该承担的服务
职能。“夜读”“夜场”等尝试，
正是通过公共文化机构和公
众需要的协同共振，打造书香
四溢的精神地标，进一步提高
公共文化服务质量。

夜读模式
用书香点亮夜生活

□ 耿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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