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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直播平台上出现了大量“谜语人”直播
间，主播或戴着面具，或在纸上写着让人看不懂的
话，或在直播页面呈现各种符号，以各种隐晦的方
式吸引观众点进直播间，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陷
阱。（2月26日《法治日报》）

“谜语人”直播间或是打着高薪兼职的幌子，

让网友加入群聊，实则为赌博平台引流；或是暗示
可以提供某种服务，实则为线下色情服务场所引
流。因为直播内容隐晦、时间较短、随机性强，让
市场监管部门、平台面临取证难的问题。平台监
管手段要及时跟上，用有效有力的打击，清除网络
空间中的藏污纳垢之地。 （文/余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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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 2 月 26 日召开会
议指出，将督促各地突出“三类场
所”和高层居民楼等，全面彻底排
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风险隐患，集
中治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等突
出问题。

“骑上小电车，不怕路上堵
车”，电动自行车带来方便的同
时，也暗藏安全隐患。目前我国
两轮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至少已
有 3.5 亿辆，平均每 4 个人中就有
1 人拥有。2023 年全国共接报电
动 自 行 车 火 灾 2.1 万 起 ，相 比
2022 年上升 17.4%。实验显示，
电动车短路后 30 秒出现明火，燃
烧产生的毒气 100 秒内足以使人
窒息死亡。

电动自行车起火频发，罪魁祸
首集中在不合格的电池、不规范的

充电行为、不安全的充电场所。每
一次侥幸心理，都可能造成不可挽
回的损失。找源头，抓根源，从关键
问题上突破，是小小电动车管住、管
好的关键。在电动自行车治理上，
要有全过程、全链条、全流程的意
识，找出每一个环节容易出问题的
风险源、隐患点，抓住每一个方面
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从安全质
量和安全意识上突破，着力加强生
产销售环节的质量监督和把控，
着力培养使用人员的安全意识和
良好习惯，让安全的电动车、合格
的电池被人们安全使用。从治理
手段和倒逼机制上突破，着力解
决电动自行车拥有量之大与住宅
空间配套充电场所不足之间的矛
盾，着力解决社会治理呼声之高
与惩戒措施硬度不足之间的反

差。
道理人人都懂，做到却不容

易。我们经常看到楼下有醒目的
消防提示，有电动车禁止入门楼
的提醒，也列出了安全责任人的
名字。但现实中，不少住宅小区、
商圈等，电动自行车进入楼内，飞
线充电等现象依然常见。一些车
主并非不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性，
但有时候正规的室外停放、充电
场所难寻，还有防盗等因素，让他
们屡屡犯规。这些现实原因，提
醒着各地在治理电动车上要疏堵
结合，在建停车棚、充电设施上多
想办法、出实招，让安全习惯的养
成有环境引导、有现实支撑。

目前，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
自行车用锂离子蓄电池安全技术
规范》已经完成了起草和征求意见

阶段，期待技术性的指标门槛和质
量要求，让达不到安全标准的电池
退场。同时，要健全约束机制和惩
戒措施，让治理电动车不仅仅停留
于呼吁、倡导上。2021年发布实施
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
定》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
共门厅、楼梯间等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充电，还列出了不同行为的处罚
标准。让相关制度真正“带电”，该
亮剑时就亮剑，起到引导、震慑作
用。

电动自行车虽小，给出的治理
命题却很大。把这道民生考题答
好，需要市场监管、住建、公安、消
防等部门协同发力，让行政监管和
群防群治形成合力，本着对人民生
命财产负责的态度，切实解决群众
身边的安全隐患。

从根源治理电动车安全隐患
□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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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源头，抓根源，
在电动自行车治理
上，要有全过程、全链
条、全流程的意识，找
出每一个环节容易出
问题的风险源、隐患
点，抓住每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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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天气把油菜冻伤了，接下来记得买点防治病
虫害的药。”

2月26日，冰雪渐渐消融。在孝感市孝南区陡岗镇
袁湖村，袁少敏蹲下身子捋了捋地里的油菜，对一位种
植户叮嘱着。

袁少敏今年59岁，是土生土长的袁湖村人。在这
里，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已30多年。

从前，袁湖村是出了名的“水袋子”“穷窝子”。“村里
地势低洼，当时只要下大雨就会积水，‘三小时变洪湖、
五小时变洞庭湖’，十年九涝，给农作物种植造成极大影
响。”袁少敏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1982年，袁少敏圆了儿时的参军梦，成为一名工程
兵。在部队，他因为业务能力突出担任班长，带领战士
出色完成坑道修建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

值得一提的是，在立功受奖前，连长找到袁少敏，问
他“是记个人三等功还是集体三等功”，他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集体。在部队期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退役后，袁少敏和同学一起从事装修生意，
做得有声有色。随后，他远赴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
新疆等地做工程，一家人的日子红红火火。

既是党员，又当过兵，袁湖村老书记将袁少敏列为
培养对象，并先后几次找他谈话，但他一直没有应允。

1993年，陡岗镇相关负责人找到袁少敏。这一次，
他没有再拒绝，开始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回村工作后，袁少敏发现，这里和他离开时变化不
大。依旧是“下场大雨全村淹，一年只通两次电（春节和
三伏天）”。也是因为穷，村里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上任后，袁少敏从“强班子”入手，将老党员、优秀退
役军人充实到村“两委”班子中。随后，他们开始修路、
改电、建学校。

面对村民的不理解，袁少敏带着村干部走村串户、
挨家挨户劝说，最终集资把路修通了，学校建了起来。

渐渐地，袁书记带的人能干事成为村民们的共识。
村里排水用的泵站因为设备老化，时常发生故障。

为了保障村民在汛期
的生产生活，袁少敏
请来武汉的专家，解
决了泵站的问题。

在袁湖村，袁少敏
还是出了名的“拼命”。

1996年，孝感遭
遇洪水，澴河水位迅速
上涨，眼看就要漫过河
堤。7月的一天夜里，
河堤上出现险情。一
旦溃堤，后果不堪设想。

袁少敏连夜带着党员、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敲门，组
织村民转移。与此同时，他还带人在河堤上码沙袋抢
险。“洪水发出啸叫声，要不是多坚持了几十分钟，就得
炸堤了。”袁少敏说，那一夜他永生难忘。

1998年，洪水再次来袭，袁湖村内的一条小河河水
猛涨，闸口处出现险情，沙袋丢下去也没反应。

面对暴涨的河水，袁少敏带领4名年轻人探水情。
当时，他第一个跳下水。随后带领大家将一根根钢

管插入水中固定。
水深5米多，袁少敏忍着胸闷和耳膜刺痛，一次次摸

着钢管下沉码沙袋。“如果不是当过兵，身体还真扛不
住。”袁少敏说，随着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那样的险情
越来越少，老百姓种植、养殖更放心了。

村里安全了，还得谋发展。
怎么发展？2004年，袁少敏在村里探索成立理事

会、协会，形成了“村委会谋事、理事会议事决事、协会办
事管事”的工作模式，群众的事自己议、自己定、自己办。

新的工作模式不仅凝聚了民智民力，还点亮了群众
民主治理的“心灯”，推动村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袁少
敏说：“村里的发展需要群策群力，作为一名退役老兵，
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一起建设美好家园。”

“往高铁站的那条路需要除冰，马上调一台铲车过
去。”

2月22日，寒风凛冽、漫天雪花。一大早，黄冈市黄
州区陈策楼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陈文胜和镇上的党员干
部一起，上路铲冰除雪。

“好在我们准备充分，两台铲车发挥了大作用。”陈
文胜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上已经冒出汗珠。
陈策楼镇陈策楼村，陈潭秋烈士的故乡，陈文胜就

出生在这里。
“陈策楼前谁陈策，独尊山前我独尊。”
从记事起，陈文胜就对这副对联稔熟于心，陈潭秋

烈士的英雄事迹如同一颗种子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适龄青年报名参军，是陈策楼村的老传统。每年，

村里的年轻人都会主动申请。
1986年，陈文胜报名参军，进入某装甲部队担任射

击手。部队奔赴内蒙古开展作战训练，他和战友一起，
在漫天风沙中历练，从一名射击新手逐步成长为弹无虚
发的“神射手”，多次受到部队嘉奖。

1990年，陈文胜退役返乡，担任陈策楼村的出纳。
从部队“神射手”到村里“小管家”，陈文胜凭借在部队养

成的胆大心细、勤学善思、严谨自律的作风，在出纳岗位
上做得有声有色。1991年，陈文胜被村里送到财贸学校
学习财会知识，学成后他被借调到陈策楼镇工作。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青年选择下海经商，
陈文胜也开始尝试做工程。

“那时候做工程挣钱快，一年能挣十几万元，那可是
好几年的工资。”陈文胜回忆，正当他的生意日渐红火
时，村里的老书记找上门来。

“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出去了，你得做个榜样，留下来
为村里做事。”老书记的一番话，让陈文胜的心中起了波
澜。

“从部队退役后，是村里培养了我。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退役军人，于情于理都应该回到村里工作。”面对家
人的不理解，陈文胜思索再三，最终决定返回家乡。

那时，村里的企业经营遇到瓶颈，基础设施建设也
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

为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陈文胜动用亲朋好友、生
意伙伴的资源，到处筹借资金。最艰难的时候，他带头
把自家房产抵押到银行，填补建设资金的缺口。

很快，陈文胜“舍小家顾大家”的做法感动了身边
人，村里的党员干部自发筹集资金，在外发展的企业家
也纷纷伸出援手。一招活、全盘活，村办企业重新运转
起来。

为了发展产业，陈文胜对外招商引资，村里的3个厂
子热闹起来，村民务工有了去处，一步步向好发展。

看到附近村子的葡萄种植经济效益好，陈文胜萌生
在村里发展葡萄园的想法。当时，部分村民怕发展不好
亏本，陈文胜带着村民代表外出考察，最后选定30多亩
地进行试种。3年后，葡萄丰收的喜悦让大家尝到甜头，
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在陈文胜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十多年里，陈潭秋故
居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扩建，涉及20多户村民的房
屋征迁。征迁工作中，陈文胜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设
身处地为民着想，激发村民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
三次征迁任务都圆满完成。

2020年，陈策楼村被列入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
点，陈文胜特意请来专业设计团队，打造了村史馆、聚星讲
堂、澄心园、红色飘带路，陈策楼村的红色旅游愈发红火。

在陈文胜的带领下，陈策楼村先后获评“湖北省百
佳村民委员会”“红色文化示范村党组织”“全国红色美
丽乡村试点村”“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等。陈文胜被授
予2023年度“荆楚楷模·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如今，陈文胜把发展建设陈策楼村的担子交到了新
一任书记手中。他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役军人，
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把
革命老区建设得越来越好。”

孝感市孝南区陡岗镇袁湖村党支部书记袁少敏——

战洪排头兵 致富带头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通讯员 包晓霁 姚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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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陈文胜——

“神射手”变身乡村“头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通讯员 郭峰 邓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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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日报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合办

荆楚老兵荆楚老兵

最近，《半月谈》披露了一些地区农业
测产“一测就破纪录”的怪象。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农业试验田承
担着以科技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使命。但眼下有些地方的部分农业
企业却吹起了一股歪风邪气，有的在试
验田里做手脚，在播种环节将水稻间距
留得很开，等到时机成熟时来一招移花
接木，把别处相同的品种移栽到试验田
里；有的把稻谷藏在沟渠、收割机或地布
里，来一招瞒天过海，将其混到测产稻谷
中；还有的搞文字游戏，把秸秆、叶子也
算在产量中。如此一番操作，可能本来
亩产只有 900 公斤，通过注水和弄虚作
假，让测产数据“节节高升”，亩产可能就
达到1200公斤了。

测产是一种农业科研手段，目的是获
取农业新品种和运用新技术在农产品收获
方面的数据，为后续的技术研究和市场推
广作真实参考和依据。某些过于浮夸的测
产数据背后，是利益驱动和观念跑偏，有的
是奉行“先把文章搞出来再说”，不惜数据
造假，将科研异化成打广告、“跑项目”的工
具；有的是为了突出政绩，既当裁判员又当
运动员。农业测产不是小事，测产数据造
假、内容掺水，会影响农业政策的制定、调
整，这些弄虚作假的项目一旦推广，最终伤
害的是粮食安全这一根基。

粮食安全不是抽象的概念，一粒粒种
子、一块块农业试验田、一个个测产数据，
都连着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某些农
业企业在试验田“放高产卫星”，但假的真
不了，造假数据看上去再怎么光鲜亮丽，最
终都变不成实实在在的粮食产量。虚假之
风、浮夸之风托举不了“中国饭碗”，全方位
守好粮食安全底线，就要从守好一块块田、
育好一粒粒种子、确保一个个数据真实开
始。

我国有着14亿人口，解决好吃饭问题
始终是头等大事。粮食增产增收需要科技
支撑，针对农业测产造假之风，必须建立和
完善测产的技术规范，加强对测产流程的
全过程监督管理，切实把测产活动过多过
滥、监管不严的现状扭转过来，对危害粮食
安全的行为坚决打击、整治。绷紧粮食安
全这根弦，用实干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丰
收写在农田里，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稳
端牢。

试验田
不容“放卫星”

□ 湖北日报评论员 余姝满

据媒体报道，岁末年初一些
部门频繁被追责，让基层单位直
呼“受不了”，还有干部被不合理
追责“误伤”。

问责是依规治党、依法治国
的一个有力抓手，严肃问责可以
有力推动责任落实。但眼下有些
地方出现了泛化问责、简单化问
责等苗头倾向。有的面对突发事
件，为了尽快平息舆论，先把板子
打下去再说；有的前脚刚上任，后
脚就得为历史遗留问题担责；有
的明明是上级领导决策失误，基
层干部却成了“背锅侠”；有的不
顾地方实际和具体情况，“刚播种
就要收获”，截止时间内交不出成
果就问责……类似舆情降温的灭
火式问责、不论是非的泛化式问
责、“躺着中枪”的职能式问责、不
讲科学的计时式问责，看似严厉，
实际无效，既削弱了问责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无益于作风建设，也

不利于基层治理。
问责只是督促手段，负责才

是最终目的。如果把问责比作一
把手术刀，那么刀的威力不仅在
刃之锋利，更在挥刀之精准。基
层现实错综复杂，问责最忌泛化、
简单化、“一问了之”。现实中，有
些追责跟干部的能力、状态并无
关系，以致“责任超载”。比如，新
官遇“旧债”、权责不对等问题，在
基层比较普遍，如果不分青红皂
白一律问责，怎能让人信服？秉
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精准问
责的原则，做到不枉不纵、罚当其
过，问责之效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追责问责关乎治理水平，不
能乱打板子。问责既不能缺位，
也不能越位、错位，更重要的是聚
焦问题本身，防范类似问题再
现。精准问责，才能引导干部更
正不足、查漏补缺，凝聚干事创业
的发展合力。

问责不能乱打板子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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