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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镇率我市各镇街之先，

正式运行“党政办公自动化系

统”，将网络平台与即时通讯工

具绑定，工作人员走在路上也能

办公⋯⋯（详见本报2月5日第3

版报道）。

从鸿雁传书，到“指点江

山”，人类的通讯距离近在咫

尺。我们看到，通讯工具的变迁

和电讯事业的发展，使信息的传

递变得快捷简便，深刻地改变了

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着人们的

工作与生活。不说传真机、BP

机、砖头手机那些已经老掉牙的

但也算得上现代通讯设备了，就

说现在基本是人手一机甚至多

机，网上阅读、网上支付、微信聊

天⋯⋯可以说是一“网”无际了，

偌大个地球都成“村”了，不论身

处地球的哪个角落，人与人之间

的联络已经“微”到了零距离。

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传统工作方

式，充分利用现代新科技来提升

办公效率。

现在我们坐在办公室用的

是电脑，离开办公室有手机，自

从用上了智能手机，就好比是一

台移动的掌上电脑。我们有些

公务处理，完全可以像QQ、微信

聊天那样进行。但是，由于传统

太“固执”，程序很“固定”，不少

人的思维还不能很快跟上科技

发展的脚步，办公的方式方法还

停留在按部就班的老套路上。

就拿“无纸化办公”来说，已经提

倡了好多年，但在很多机关事业

单位仍是“文山纸海”。有的明

明可以在网上完成的，却要一张

张打印出来，层层上传审阅、签

字留个“墨宝”；再一张张复印

后，层层下发传达、学习，甚至有

的材料还是人手一册，最终都丢

在一堆成为废纸。本可“无纸

化”节约许多人力物力的，却因

为有了打印机、复印机反而浪费

和消耗大量的纸张等办公用

品。这些想必在机关、出版等单

位的人，是见多不怪了。

高楼镇办公自动化系统试

运行，功能包括公文流转、文档

库、通知管理、信息管理、信息

报送、政务督察，从 2014 年 5 月

开始原则上就不再接收纸质文

件传阅，使用会议室、公车、接

待、采购等日常申请也在该平

台上进行审批，有效避免了“文

件旅行”的弊端，使办公效率大

大提高。如今高楼镇率先升级

办公系统，网上平台绑定手机，

工作人员的手机都已和自动化

办公系统连接，相关领导在下

乡的路上就审阅了发文申请并

立即批复，这种省时、省力、节

约、环保、增效的办公方式，应

该可以“复制”到所有的机关单

位。

电话、视频会议，可以不再

让下面的人从四面八方赶到一

个地方集中开会；网上平台绑定

手机，很多公务都可以在路上手

指点点及时搞定。现在，现代化

办公条件的硬件都有了，而且还

会越来越先进，在手机与网络平

台绑定后，就看是不是有更多的

人脑也能同步“绑定”起来，实现

质的飞跃。

据悉，在刚刚结束的我省某

县级市两会上，越来越多的政协

委员采用电子稿提案，在 138 件

委员提案中有七成采用电子

稿。瑞安市政协更是早早就采

用电子稿提案。大家会在微信

上分享好消息、好事情，同样，大

家也应该充分利用好设备，网络

信息化、智能化办公，应该也成

为机关效能建设和开拓创新中

的一种新常态。

高楼镇率我市各镇街之先

升级办公自动化系统，将网络

平台与即时通讯工具绑定，工

作人员走在路上也能办公，极

大提高了办公效率。有人赞

叹，这是用网络的速度为民办

事啊。

用网络的速度为民办事，

这话自然是运用了夸张的修辞

手法的。俗话说得好，“百姓的

事，再小也是大事”，既然是大

事，就得慎重对待，三思而行，

并非越快越好，须知“心急吃不

了热豆腐”。凡事都有一个过

程，如同植物的发芽、分蘖、开

花、结果，必须历经科学发展，

绝对合乎自然规律，揠苗助长

之类的做法有害无益。

运行办公自动化系统所产

生的效率，与草率无关，与仓促

无关，与敷衍塞责无关，其核心

在于“及时”，及时受理，及时审

核，及时办理，及时反馈，消除

因不可预料的因素造成的延

误，以最完美的速度与节奏为

民办事。

西部山区地域广阔，居民

散居坑坡坳岙，往来不便。虽

说已村村通公路，但有时到镇

上办点什么事，来回一趟也要

小半天时间。如果恰好赶上相

关负责人因开会、下乡或出差

而不在岗，事情办不了，只好等

下回再跑一趟，误了农时且不

说，糟了心情可不好。如今商

业活动频繁，好多人长期在外

打拼，倘若碰到急事，好不容易

抽时间回乡办理，却一时扑了

个空，这是多郁闷的事情啊。

高楼镇还有许多人在国外侨

居，偶尔回国办事，却因种种

“不巧”,事情一拖再拖，不免会

在心中留下政府办事效率差的

负面印象。有了这套办公自动

化系统，事情就好办了，相关负

责人“通过手机 APP 登录‘高楼

镇党政办公自动化系统’，手机

屏幕上的界面和电脑上几乎完

全一样，文件审阅、发送等环节

都能在手机上直接操作”，只要

有移动信号，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登录办公，这是何等迅

捷的速度啊。

从镇府工作人员的角度来

讲，有了这套办公自动化系统，

不但可以及时做好自己的分内

工作，还可以同时完成开会、下

乡或出差之类的外出任务，不

至于为两头兼顾而疲于奔命，

有时候还要因为事情紧急而加

班加点，奉献了休息的时间。

如今，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也

可以用手机把一些紧要的工作

“躺着”给解决了。

用网络的速度为民办事，

讲的就是急民之所急。

用网络的速度为民办事
■金粟

让更多人脑“绑定”电脑
■王国荣

评论 1+1

临近春节，各种年终奖PK层出不穷，除了传统的送手机等年终奖，也

出了各种奇葩年终奖。比如，近日广州一家移动互联网公司老板以及高管

们送出了“亲手为员工洗脚”的年终奖。 (陶小莫 画）

安徽省教育厅一女干部违

规行车与小区保安发生争吵，因

被骂成“看门狗”，保安气绝身

亡。发生在日前的这起辱骂保

安事件，让保安这一职业再次被

推到公众视线中。

保安，顾名思义就是保一方

平安，肩负着社会和人身安全的

保卫职责。一个单位聘请保安

不仅仅只是站岗、值勤、巡逻、看

大门，还要保护单位的财产安全

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笔者

认为，这人身安全，还应包括保

安自身的安全。如果一个保安

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如何

去保护他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

安全呢？

综观我国保安队伍，发现四

方面的问题不容小觑。一是保

安老龄化，因为保安市场需求量

大，招人不易，一些公司、小区只

能放宽年龄要求，像一些小区，

60多岁的保安比比皆是，前文提

到的被辱骂气绝致死的保安，年

纪就达 63 岁；二是无证上岗占

比高，2010年公安部通过了《公

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办法》，规定申请从事保安行业

的个人，必须是18周岁以上，初

中学历，需经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考试、审查合格并留

存指纹等人体生物信息，才能发

给保安员证，从业人员必须持证

上岗。事实上因为供不应求，当

下持证上岗的保安只是少数；三

是保安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较

弱，保安虽然算不上重体力劳动

者，但因为经常上夜班，特别是

年龄较大的保安人员，为健康埋

下隐患，猝死人数占比较高；四

是保安工资待遇低，有些小区、

写字楼的保安工资在1500元至

2000元之间，工作时间又长，基

本上都是每天 12 个小时两班

倒，情况好一点的就是三班倒，

但是也要轮流上夜班，这样的工

作时间和收入让年轻人难以接

受。

以上四个原因也导致保安

这一职业社会地位不高，63岁保

安被辱骂，也从侧面佐证了这一

点。“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

对面为盗贼。”杜甫的这一诗句

用在形容老龄保安身上，也十分

形象。

但是，除了年龄大这一点

外，对一些小区、单位来说，聘用

年龄大的保安还是有“好处”，因

为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在退休后

或临近退休时再找一份工作打

发时间确实是一种选择，而这些

人之前已交了医保、社保，到了

退休年龄便不需再交了，这可为

小区物业公司、单位等节省用工

成本。

只是，现在大多数小区和写

字楼用的是智能化物业管理系

统，防盗、消防等也是智能集成

系统，比起年轻人，一些老龄保

安相对难以适应这些高科技产

品。从长远来看，还是要提高保

安待遇，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来

应聘，保安公司由此也可以开出

条件，招聘一些高素质的保安人

员，比如年龄需在四十岁以下、

身体健康、能操作电脑等。保安

公司也可以对保安人员进行培

训，向企事业单位输送高素质的

保安。由此才有利于创建和谐

社会，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提高待遇，
让保安年轻化

■林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