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公共服务，就应该注重服

务的质量，就应该考虑得更周

全，想得更加深入，做得更仔

细。这不仅关涉到公共利益，

更关涉到民众对于政府部门

的观感和信任。

地名问题是一项涉及到法

律、市场、历史、文化等方面

的 综 合 性 问 题 ，不 宜 一 刀

切，更不能用形式主义去反

对形式主义。

本报评论员
李晓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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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戒毒者摆脱原有的人际

圈子，走出恶性循环，很重要

的还在于社会的接纳。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最近，某些规范地名的行动，在舆论场引

起了不小的争议。继海南省将维也纳酒店纳

入清理整改名单之后，福建漳州三座大桥也

进入到当地公示的“大洋怪重”清理整治清

单。漳州市民政局认为，这三座位于当地平

和县小溪镇的东风大桥、琯溪大桥、南山大

桥，因为“名称刻意夸大”，所以整改方案将把

“大”字去掉。这又引发了新一轮关注。

整治地名“大洋怪重”现象，规范地名命

名行为，无可厚非。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其

行为本身也要规范，才能尽可能减少争议，让

老百姓信服。首先就是要严格遵守法律规

范，减少主观成分，做到客观公正。我国早在

1986 年就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1996 年又

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从原则层

面到操作层面，都给出了相应的规范性法律

依据，这应当成为地名整治的法律依据，而不

能在执行过程中加入太多的主观判断。

所谓地名“大”和“小”，是相对的，更多是

一种主观判断，缺少客观依据。福建漳州平

和县小溪镇的这三座大桥，是建成之后老百

姓长期约定俗成而来的名字，早已成为当地

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对他们来说，这三座桥

就已经够得上“大”了,而从大城市跑来执法

的人员一看，这么个小桥也敢叫“大”？非要

改不成，就构成了舆论场的冲突。照此逻辑，

西湖湖心有个“小瀛洲”，“瀛洲”是古代仙山

之一，称呼“小瀛洲”是否也涉嫌刻意夸大和

宣扬封建迷信呢？显然不能这么理解。

在海南的名单中，出现了“反修桥”、“反

资桥”；而在福建漳州的名单中，也出现了“战

备桥”这样的名字，前者被认为是怪异难懂，后

者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对这样特定历史时期

色彩浓厚的词，应该给予保留而不是改掉。这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相关机构人员缺乏足够的

历史文化知识，从而造成了目前的尴尬。

名字不是说改就改的，也不是说改就能

改成功的，能不能改成功，要尊重历史、尊重

文化、更要获得民间的认可。如果强行改了，

老百姓不认可，民间交流口头上还叫原来的

名字，新的名字只能停留在官方的文件里，进

入不了生活之中，改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规范的地名进行整治清理，同样还

要搞清楚执法边界在哪里。维也纳酒店之所

以引起争议就在于，这是一个经合法注册的

商标而不是地名，是受法律认可的。而海南

民政厅把“维也纳酒店”这样的合法商标也纳

入整治清理名单，就有点办事不牢靠的感觉，

把针对地名的执法行为，扩大化为针对商标，

还产生了“到底是行政机关的权大还是商标

法的法大”这样本不应该产生的争议。

对于那种开发商自行加戏，报备名称和

销售名称不同的楼盘名称，确实应该加大整

治力度，恢复原有的名称。这也可以促使开

发商在项目一开始就做好通盘考虑，提高整

体策划能力，不至于向政府随便备个案，然后

在销售时又取个别的什么名字。而那种没有

花的“花园”、没有广场的“广场”、没有山的

“山居”、没有水的“滨水景观大宅”等，才是真

正的夸大其词，涉嫌欺诈，消费者应该拿起法

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权利。

地名问题是一项涉及到法律、市场、历

史、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不宜一刀切，

更不能用形式主义去反对形式主义。规范不

规范地名的综合整治行动，本身也要符合行

政行为的规范。

规范地名之举，本身也要规范

本报今天报道，杭州首个网约车专用停

车场——萧山国际机场网约车专用停车场

因路面破损严重，遭到网约车司机的吐槽：

开车就像开在搓衣板上。该停车场于 6 月 6

日正式投入使用，距离正式投入使用还不到

半个月。

在机场边上设立专门的网约车停车场，

这在全国范围内来说，也算得上是一项便民

之举、创新之举，体现出了有关部门“奔着问

题去、围着问题干”的服务意识和人性化管

理。网约车与机场管理部门的矛盾长期存

在，乘客需要网约车，但机场又不允许网约车

进入到达区接客。专门为网约车开辟出一个

停车场，限制其在场内接单、等待，既满足了

乘客的需求，又解决了网约车“乱窜”的问题，

一举两得。

而在一些细节的设置上，也体现出了这

一停车场的公共服务的属性，比如距离上，该

停车场与航站楼直线距离 1 公里，车程 5 至

10 分钟，十分便捷。收费上，每车每日收费

10 元，可无限次进出，场内还设有方便驾驶

员就餐、如厕的机场公司的食堂、卫生间、休

息室等场所，服务周全。

细节决定成败。一个原本广受欢迎的双

赢举措，如今却因为路面的坑坑洼洼而遭到

众人的诟病和吐槽，甚至被投诉到媒体予以

曝光。这对有关部门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做

了“好事”反没落到好，心里大概也委屈死

了。可是，回过头来想想，这其实也没什么好

委屈的。

在一些人眼里，因为是公共服务，没啥收

益或收益很少，就随便“忽悠”一下得了，很多

时候，只有形式而没有质量。具体到这件事

上，停车场的路面之所以会坑坑洼洼，固然与

车子的频繁进出有关系，但说到底还是路面

铺设材料的选择不合理造成的。作为停车

场，车子的频繁进出肯定是常态，在设计时

就应该考虑到这点。按理说，路面就应该采

用柏油路面，而不是现在的砂石路面。 为

什么没这么做？原因可能很多，有可能是出

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也可能的确是考虑不周，

但不管怎么说，这给有关部门提了一个醒，如

果不改变“只建不管”的观念，好事也会成了

“坏事”。

提供公共服务，就应该注重服务的质量，

就应该考虑得更周全，想得更加深入，做得更

仔细。这不仅关涉到公共利益，更关涉到民

众对于政府部门的观感和信任。

停车场到处是坑，公共服务不能这么“坑”

6 月是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天本报报道

了一件感人的故事。曾经因吸毒进入浙江省

良渚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王正标，在走出戒毒

所三年后又回来了。这一次，他是来戒毒所

招聘员工。走出戒毒所后，他不仅成功戒断

毒品，而且生意越做越大，在山东开了一家海

鲜加工厂。

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励志故事。戒毒

难，是摆在许多吸毒人员面前的一个困境。

有些人强制戒毒后，一走出大门，没多久就难

以自控地复吸，走进恶性循环。王正标成功

戒断三年，意味着他已经成功远离毒品，这需

要极强的意志力。其间，他曾三次险些复吸，

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而他在

走出最艰难的岁月后，想到的是怎样去帮助

那些还没完全走出毒品阴影的人。这是一种

自我救赎，也是一种大爱精神。

为什么戒毒难？这有多方面原因。戒毒

者自身的意志力是一个重要因素，社会环境

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对于戒毒者来

讲，尤其艰难的是戒断“朋友圈”。一个人走

上吸毒道路，经常是受周围人际关系的影

响，如经不住朋友的邀请和诱惑，在好奇心

驱使下尝试，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而当戒毒

者走出强制戒毒所，如果回归原来的人际环

境，往往就意味着又回到那个将他拖入深渊

的圈子。戒毒须先戒掉“朋友圈”，就是这个

道理。

但要让戒毒者摆脱原有的人际圈子，走

出恶性循环，很重要的还在于社会的接纳。

人是社会的动物，许多戒毒者一开始也不是

不想摆脱那个圈子，只是当他试图这么做时，

往往又不被其他人所接纳，难以重新就业。

在这情况下，就很容易把他们逼回老路上去，

重新染上毒品。要打破这个怪圈，需要社会

接纳他们，平等对待他们，帮助他们。

王正标走出戒毒所后不再复吸，也有堪

称运气的成分。他三次险些复吸为何能成功

打消念头呢？就在于他所在的工厂比较偏

僻，周边人员构成简单，这提供了阻断毒品来

源的有利条件，所以每次他刚跑上高速，就成

功地克制住了自己。说实话，不是每个戒毒

者都有这么好的戒毒环境和运气的。

也因为这样，王正标明白了该怎样去帮

助那些经受毒瘾折磨的人们。他自己曾经吸

毒，所以他非常了解戒毒者的困境所在；他成

功戒断了毒品，所以他知道怎么才能远离毒

品的诱惑。在这里，戒毒者融入社会的前提

条件有了，好好工作、堂堂正正做人的基本条

件也具备了，只要心里燃起重新生活的热情，

有了被人尊重的期待，一切也就有希望。

全民禁毒宣传月，是为了唤起更多人对

禁毒的关注，其中包含了对吸毒和戒毒人员

的社会关怀。做到这一点，前提就是要用平

等的眼光对待他们，以平等的心态接纳他

们，让他们更顺利地回归社会，回到亲人的

身边。

戒毒，从社会接纳开始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