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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 ＞＞ 老老 穆穆

一针见血 ＞＞ 寻寻 彧彧

有感而发 ＞＞ 任翔宇任翔宇

元宵节刚过两天，很多地方的人们还沉浸
在过年的余味中，却有网友曝出，甘肃省武威市
凉州区城管上街清除商户的春联。城管局工作
人员表示，这是市容市貌整治行动，清除春联行
动去年就已开始。

江苏徐州沛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2月
10日城管挨家挨户地将住户门上的春联撕下，
面对群众的不满，工作人员称此举是为了迎接
文明城市大检查。

春节贴春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
化，门上的春联大多是年前为迎接春节贴好
的，然而正月尚未过完就要被迫强行撕毁，这
不仅搅扰了居民们的喜庆，影响了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还损害了地方形象，本身就是一种
不文明行为。

节日刚过，春联就被认为影响了市容市貌，
实在匪夷所思。即便春联出现破损，商户自行
清理或城管帮忙修复也并非不可，更何况多数
春联还是完好无损的，怎就能一撕了事？

市容整治也好，迎接检查也罢，清除春联的
行为是任性执法、过度执法，暴露出职能部门简
单粗暴的管理思维。

“撕春联”，不仅是撕出了城管的“蛮横”病，
更撕出了城市管理的形式主义病，必须矫治。

近日，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设立了“办不
成事”反映反馈窗口，旨在帮助企业和群众
解决未能及时受理、按时办结等困难或问
题，通过真诚服务、耐心解读、及时反馈，提供
优质、满意的服务。（《大同晚报》2月15日）

这样创新管理、完善服务的举措好得很。
近年来，北京市各区、内蒙古包头市、

辽宁丹东市、山西运城市等地，纷纷开设了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受到当地群众的欢
迎和好评。借鉴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我
市也开始实施，这无论对改进政务服务、提
高办事效率，还是妥善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都是十分有益的。

“办不成事”指的是，办事群众线上或
线下提交申请材料后，未能得到成功受理
和审批，或群众多次来大厅未能解决问题
等有关情况。在“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可
以直接向工作人员提出问题和建议，工作
人员会详细记录并通过统一的系统反映给
相关部门，甚至成立专班，分析原因，快速
解决，让群众办事不走弯路、少跑腿。

换言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就是一
个“兜底窗口”。群众来办事都想尽快办
成，但由于种种原因总有一些没办成，焦急
的心情可想而知，“办不成事”反映窗口提
供的就是“兜底”服务、解忧帮助。

市民肖女士的经历就是个典型的例
子 。 14 日 上 午 ，肖 女 士 前 往 市 不 动 产 登
记 大 厅 办 理 存 量 房 转 移 登 记 时 ，提 供 的
身份证号码与原房屋所有权证上的不一
致 ，咨 询 台 工 作 人 员 告 知 此 类 情 况 暂 时
不 能 办 理 ，需 出 具 相 关 部 门 证 明 才 可 正
常办理。肖女士向“办不成事”窗口反映
了 情 况 ，窗 口 工 作 人 员 立 即 启 动 联 动 机
制，联系相关科室分管领导及负责人，针

对此项业务如何办理进行梳理、研究、讨
论，最后找到了政策依据，很快帮肖女士
解决了困扰。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给群众拓宽了
倾诉或寻求权威答案的渠道，让大家心里
更有底；有利于职能部门听取群众意见，对
有关问题实现“未诉先办”；还可实现信息
互通、有效联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政务创新一小步，民生福祉一大步。
“办不成事”反映反馈，一个小窗口可解群
众“大纠结”，体现了急群众所急、为群众解
难、让群众满意的人本情怀。

希望这样亲民为民利民的服务举措得
到推广普及。

近日，2022 年度“山西省老年友善医疗
机构”创建名单公布，我市 57家医院成功创
建。目前，我市共有 142 家医院获评“山西
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在全市综合医院、康
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中，占比达
到 80%以上。（《大同晚报》2月 14日）

据报道，围绕老年友善文化、老年友善管
理、老年友善服务、老年友善环境等方面开展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完善各项制度措施，
优化老年人就医流程，不断提升就医满意度，
是进入这个创建名单的评价标准。为方便老
年人看病，我市各医院设立无障碍通道、无障
碍卫生间，开设老年病科……人性化关怀逐
步升级，并推出相应的为老服务。

卫健部门推进创建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各医院努力加强服务老年人功能建设，
十分重要十分必要，来得及时来得适时。

近年来，医疗机构纷纷开展智能化建
设，为就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相比年轻
人，老年患者不会扫码、不会下载、不会使
用 App，就医看病常遇麻烦，医疗机构推行
友善建设、适老服务意义重大。

我市 80%以上的医疗机构成为“老年
友善”，着实令人欣慰，这样的“老年友善”
多多益善。一方面，需要不断扩容、全面普
及；另一方面，要从老年人生理和心理出
发，给予全方位的照护，比如，建立老年医
学知识和技能培训机制，整体提高老年友
善观念、老年医学伦理的医护人员认知，完
善无障碍服务设施和标识系统等等，充分
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让他们得到充分
关怀，感受温馨温暖。

这样的“老年友善”
多多益善

“你公公婆婆身体还好吧？”“你家那
边的幼儿园学费贵吗？”“我们公司会发儿
童节福利，你需要几份呢？”……这些问题
不是朋友间的寒暄，而是今年 30 岁的北京
求职者张某在过去半年的面试中常常被
问到的问题。据媒体报道，记者随机采访
了 10 位来自北京、天津等地正在找工作的
应届女性毕业生和往届女性求职者，发现
性别歧视似乎是绕不开的坎。

与之前直白地提问“是否已婚已育”
“有几个子女”相比，如今的面试对于女
性婚育问题的考察更加隐蔽，通过“拉家
常”式地聊天，面试官就套取了求职者的
婚 育 信 息 ，并 据 此 决 定 是 否 录 用 。 这 或
许 是 企 业 为 了 规 避 国 家 规 定 采 取 的 招
数。2019 年 2 月，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
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
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不得以性别为由
限制妇女求职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
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但面对上述“狡诈”
的问题，求职者难免会被套取个人情况，
而且事后举证、投诉难度大，多数人只能
吃哑巴亏。

据报道，一些企业对女性求职者顾虑
诸多：对未婚女性，企业询问恋爱进展；已
婚未育，担心员工随时生育；已婚一育，担
心员工随时二育；已婚二育，担心员工心
系家庭，无暇顾及本职工作。求职者队伍
中青壮年本就 是 大 多 数 ，面 对 如 此 苛 刻
的条件，又有多少女性求职者能“达标”
呢 ？ 即 便 满 足 了 这 些 奇 葩 标 准 ，还 有 一
些 HR 存在严重刻板印象，认为“30 岁的
单身女性肯定有心理问题”，即便应聘者
具 备 业 务 能 力 ，也 会 以“ 对 团 队 影 响 不
好”为由拒绝。

女性能不能做好一份工作，何时与婚
育 与 否 绑 定 得 如 此 之 深 ？ 业 务 能 力 、背
景、资历，难道这些不才是判断求职者是
否胜任的标准吗？当性别、年龄、婚育对
工作能力具有了“一票否决权”，女性求职
者凭借自身实力说话的空间会越来越逼
仄，反而可能因为“没有婚育顾虑”受到青
睐，这是一种不公，更是一种悲哀。

这些女性求职者绕不开的话题，男性
求 职 者 则 很 少 涉 及 。 根 据 国 家 统 计 局
2021 年 发 布 的《 中 国 妇 女 发 展 纲 要

（2011—2020 年）》，女性就业人员占全社
会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3.5%。作为占全社
会劳动人口近半数的女性劳动者，她们同
男性一样，在各行各业从事工作，为什么
却得不到同等的尊重和待遇？难道只因
为女性天然承担了生育职责，就应被企业
视为“额外的负担”吗？当前，我国已经开
放二胎政策，不少地方投入真金白银鼓励
女性生育。不过，与生育补贴相比，解决
女性面临的求职难题和职场困境，创造公
平合理的职场环境，才能给予她们更多安
全感。

企业差别对待男女求职者，与当前育
儿职责主要由女性承担密切相关，被企业
视为负担的产假是女性员工专属。对此，
一方面政府应探索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减
负，如政府承担部分成本，分解企业压力，
或以减税降费等手段鼓励企业承担社会
责任。更重要的是，作为婚育环节的另一
主体，男性不能在这一话题中隐身，理应
承担起更多陪护、育儿职责，当男女员工
需要付出几乎同等的育儿成本时，职场性
别歧视就失去了根基。 据光明网

绕不开的婚育话题：女性求职困境何时结束

“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创新服务解民忧

有话直说 ＞＞ 魏冬妮魏冬妮

数字生活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方便，却
让不少上了年纪的人感到力不从心，特别是
老年人就医时，网上预约挂号、扫码租轮椅、
自助机取号取药等便民服务，对好多老年人
来说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若没有
家人陪同，这些“常规操作”都无法完成。

数字时代不能忽略那些年迈的身影，
应当给予更周全的考虑、更到位的关怀。我
市 142家“山西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不仅
为老年人看病保留挂号窗口、人工缴费，还
设立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开设老年
病科，体现了信息时代的人文关怀。

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独居老人
和空巢老人日益增多，助老服务还应更加
优化。目前，大多数老年人看病还是由子
女或亲属陪同，可对于没有子女或子女不
在 身 边 的 老 年 人 而 言 ，看 病 就 成 了 大 难
题。近年来，一些城市中的陪诊行业悄然
兴起，陪诊师的出现，不仅解决了老年患者
或行动不便者的难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减
轻了患者的孤独感和焦灼情绪。

为老年人创造更加便利、舒心的环境，
提供周至的关照，需要在诸多方面改进和
完善，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照护、服务能力。

助老服务还应更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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