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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记者暗访实录
助推作风效能建设

■王国荣

近日，陕西

渭南一村贴财务

公告，内容包括

“给镇领导送礼

2600 元 ”和“ 党

员 春 游 费 9000

元”，引起检察部

门重视，“送礼”、

“春游”款项被如

数追回，相关人

员受到处分。

（陶小莫 画）

呵护“好学生”瑞城好风尚
■金 粟

纪律是靠抓的，稍有松懈，它就涣

散。也正是近年来本市作风效能建设的

抓紧与落实，行政及企事业窗口单位的作

风纪律服务都有长进，此次媒体暗访的总

体情况比上一次暗访好多了。上一次暗

访是 3 月 7 日，随机抽查 18 家窗口单位，

第二天本报做了两个版的暗访实录。

我仔细看了这次的暗访实录及其后

续报道，记者这次主要暗访窗口单位工作

人员的上班情况，发现11家中有4家少数

工作人员存在迟到、吃早餐、聊天等“小

节”问题，相比上一次“门难进、脸难看、事

难办”之衙门积习，真的是轻多了。

当然，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中年轻

妈妈居多，照顾孩子等家务拖累、路上堵

车，急匆匆带早点来上班，于是顾不上

“小节”。但是大多数人做到了按时上

班、规范服务，个人的“小节”理由不免成

托词，因为你努力克服一下，也能跟大家

一样做好。

从这次暗访实录的比较中还发现一

个特点，企事业单位上班情况比机关的

要好一些，尤其那些相对轻松“人浮于

事”的窗口单位。最有“情景剧戏份”的

是那个有 7 个窗口、仅 4 位办事市民的受

理大厅，已经 8 点 51 分了，一女工作人员

才来上班，还兴奋地跟发证窗口的同事

聊起了女儿鞋子尺码的事。也难怪，

2014 年度国考“最热职位”6319 比 1，同

时 106 个“冷岗位”无人问津。看看，“9

时许前来办理的市民非常少”，好空啊！

能把受理大厅当作商场，多惬意啊！这

会不会令忙得无暇闲聊的其他窗口工作

人员心理“失衡”啊？

不过暗访实录一经报道，有 4 家窗口

单位立即提出整改措施，有表示自查自纠

的，有口头警告的，还有批评教育的，并且

有的还调阅监控录像进行核实，其认真程

度可见一斑，说明相关单位对窗口服务、

作风效能还是相当重视的。其实，对上班

迟到、吃早餐、闲聊这样的“小节”问题，是

比较容易克服和改正的。难的是对纪律、

制度的落实与坚持，难的是每个人每时每

刻都能自觉遵守，而不是在被曝光后的一

时整改甚至被动应付。

看了本报记者连续两天的暗访实录，

我觉得都是蛮客观平实的，这也是一种尽

职敬业精神的具体反映。正如市纪委监

察局效能监察室负责人所言，记者原汁原

味地反映了暗访情况，让群众了解到我市

各窗口单位的作风效能情况，并进行比

较，能引起行政部门窗口单位重视，促进

各窗口单位作风效能建设，更好地为群众

服务。这“原汁原味”，也是媒体的公信力

所在。

昨日起，2013 年市级部门政风行风

民主评议活动开始，28 家参评单位网上

“晒”作风，相比之下，本报的暗访实录也

仅仅是“晒”了其中一角，也仅仅是一次小

小的推动。而把国土、司法、国税等 28 家

市级部门的政风行风建设情况在政府门

户网站上公布于众，在公众的检视与监督

之下，必将大力推进行政部门的作风效能

建设。如果能在网上同时设个“公众评

议”栏，以供“各界测评”和考核作参考，那

就更给力了。

11 月 8 日下午，市职业中专教育集团 6 名

学生在客运中心候车室义救湖岭老人一事一

经报道，就在瑞城大地上广为传颂，并传至大

江南北。笔者在《中国剪报》（11 月 14 日 8 版

《大爷半路病发晕倒车站 六少年挺身而出救

老人》）上再次看到这些熟悉的人名、地名和救

助细节时，心里尤为激动。

六少年的善行可圈可点，瑞城人民呵护善

心的风尚同样令人赞叹。

首先是被救老人及其家属的表现。10 日

下午，六少年趁着周末休息到医院看望老人，

老人的妻子“立刻拿出准备好的红包要送给这

些学生”（见本报11月11日3版），但他们都没

要；11 月 21 日上午，老人表示感激，而他的二

儿子“正在准备锦旗，想在近期送往学校以示

感谢”（见本报 11 月 21 日 4 版）。“投桃报李”，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恩图报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老人一家的表现是对六少年善

心的最好呵护。

其次是市职业中专教育集团学校对六学

生的表彰。11 月 13 日，该校通过广播通报表

扬了他们，并特地向他们颁发“瑞职好学生”奖

状（见本报11月18日5版）。学校教育以德为

先，该校的表彰是对六学生的善心的最好鼓

励。校长谢炳冲表示，“每所学校，都有责任进

一步强化正能量教育，培养学生一身正气，并

用这身正气推动社会的正能量”（见本报 11 月

14日3版）。

再次是舆论的赞扬。这段时间里，很多瑞

安市民都在微信微博上点“赞”，这是社会对六

少年的善心的最好肯定。此外，昨日本报 7 版

又挖掘了类似的少年救助老人的好人好事，今

年 2 月瑞安九中两学生林云珍和郑景皓扶起

一位摔倒路旁的七旬老奶奶，这也是另一种赞

扬。

善心是柔软的，需要全社会的真诚呵护。

瑞城人民呵护 6 名“好学生”的风尚，值得发扬

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