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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什 么 动
手 ？ 他 们 哪
里 来 的 胆
量 ？ 为 什 么
要 清 空 记 者
手机，想掩盖
什么？

高 科 技 终 究
只 是 技 术 手
段，它可以提
高 效 率 解 决
难题，但爱卫
活 动 归 根 到
底 靠 的 还 是
大 家 发 自 内
心 的 主 动 和
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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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费 券 政 府
优惠措施，在
追 求 效 率 的
同 时 也 要 兼
顾公平，公平
甚 至 是 效 率
的前提。

今年4月是第32个爱国卫生月，防疫让这

场爱国卫生活动有了新的内涵和现实意义。

人们意识到，环境卫生不是口头宣传，而是真

正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利益。

时代在变，爱卫活动也在变。曾经的“人

海战术”“土枪土炮”逐步退出历史，而新技术

高科技的加入使爱卫活动效率更高、效果更

好。

这种变化悄然在浙江各地发生。据钱江

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4月21日，在宁波

镇海区骆驼街道箭港湖社区保利城小区中庭

草坪，一架无人机在工作人员操控下升到小

区上空盘旋，它的任务是充当“空中眼睛”，巡

查街道近4平方公里的住宅楼顶卫生。

今年骆驼街道改变了以往“平面巡查”

方式，将无人机“航拍技术”运用到卫生巡查

工作中，对小区屋顶进行立体式巡查拍摄，将

存在的问题用视频和照片记录下来，交由各

社区及时处理。

此次投入使用的无人机配有高清运动摄

像头，最远从起始点开始上至 500 米高空，最

低可以直接飞至楼顶垃圾面前。通过无人机

的视角，辖区所有顶楼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解决了垃圾、杂物等不易发现的问题。

这无疑是高科技带来的强大力量，以往

需要许多人力才能完成的工作，如今只需要

几人操作无人机就能完成。它反馈问题更及

时，大大提高了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

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最大的难题恐

怕就是如何清查和处理一些死角盲区的卫

生，尤其是建筑屋顶的垃圾和杂物积存问

题。这些地方，往往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即便

投入大量人力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但又是

最考验城市文明水平和城市安全的地方。

放在往常，要将这些地方监管起来，真正

实现城市文明管理的无盲区监管，其难度非

常之大。如今，有了像无人机这类的高科技

来帮忙，这个想法就变成了现实。接下来，骆

驼街道计划将无人机“航拍巡查”范围扩大，

覆盖商务办公区、工业厂区、公共场所等区

域。

高科技带来的高效率是令人吃惊的。据

了解，这段时间以来，宁波全市共出动无人机

100 余架次，全域寻找“高空垃圾”4000 余处，

组织 12 万余人次参与“空中垃圾”清扫，清运

各类垃圾2000余吨。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办法总比困难多，

哪怕面对老大难问题，只要善于借势，拓展思

维，勇于尝试新科技、新方法，也终能解决。

时代在变，办法在变，但爱卫活动的目标

没有变，人们对环境优美、身心健康的追求也

始终未变。高科技终究只是技术手段，它可

以提高效率解决难题，但爱卫活动归根到底

靠的还是大家发自内心的主动和自觉。

高科技让爱卫活动如虎添翼

疫情好转后，我国不少地方通过发放消费

券等形式促进消费，提振社会经济信心，取得

了良好成效。

各地消费券的发放，都采取了“线上发放，

多轮交替，送完为止”的方式。不同的发放轮

次，针对不同的刺激需求，有的针对购物，有的

针对餐饮，有的针对旅游，哪个行业需要刺激

消费，电子消费券就发放到哪里。每次发放的

数量都有限额，政府会事先公告，提醒市民按

时领取。

消费券每次发放数量有限，吸引广大民众

参与，很快被一抢而空。如 4 月 20 日晚 8 点杭

州发放第五轮消费券，仅用了 105 秒就被“秒

光”，可见受欢迎程度。其他地方的情形大抵

也是如此。

电子消费券对于刺激消费当然是有好处

的。但是，消费券要靠在手机上抢，就产生了

一个问题：虽然这样比较便利，可以节约成本，

可以精准判断申领的人群，但是，如果一个人

不太懂得使用智能手机，就等于从一开始被排

除在外。

从道理上来说，消费券只要在当地的人都

可以申领，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领

到，最后成了拼手速的技术活。这样，消费券

难免成为只是针对部分人群的优惠政策，这部

分人手机快、网速好——这可能也代表他们具

有更好的经济条件。

那些没有能力抢或抢不到消费券的人，恰

恰可能是更需要消费券的人，是政府优惠政策

不该遗忘的群体。现如今，没有智能手机或不

懂得操作的人，大多是老人、视障人士以及部

分困难群体，他们成了申领电子消费券的“困

难人群”。

有人说，这是政府刺激消费的一种方式，

跟平时的困难群众补助有所区别。但是，政

府刺激消费的优惠，也不能遗忘弱势群体，他

们更需要有优惠的消费。从政策层面上，应

对他们有所考虑，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改变

“消费券基本靠抢”的单一方式，照顾到不同

人群的需要，尽可能公平地把消费补助发放

到位。

消费券政府优惠措施，在追求效率的同时

也要兼顾公平，公平甚至是效率的前提。消费

券的资金来自公共财政，这就更应遵循公共行

政的理念，让公平公正的阳光洒在每一个人的

头上。

把好事办得更好，这是发放消费券同样应

当追求的目标。

发放消费券，不能全看谁手快

4月21日下午，河南原阳县盛和府小区工

地被埋的 4 名儿童在原阳朱柳园村一陵园下

葬。经家属同意后，红星新闻、新京报、上游新

闻等媒体记者前往采访，却遇到了暴力阻拦，

手机被抢，衣服被撕烂，有记者被暴力推搡、殴

打。

红星新闻、上游新闻先后发布消息，称记

者在采访中被打。4 月 21 日晚 10 时许，两名

被抢手机的记者收到了送还的手机，但手机

被刷机，所有内容被清空。原阳官方声称是

家属动手打记者，但当事多名记者予以否

认。

4月22日晚，河南原阳县委宣传部通报，涉

事9名人员均系原兴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事

发当天，他们到陵园协助家属料理后事，具体

情况公安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

那么，为什么动手？他们哪里来的胆量？

为什么要清空记者手机，想掩盖什么？

应该说，事发前，当地在维护工地安全方

面并非毫无作为。当地住建部门 4 月 15 日对

出事工地下达过停工整改通知书，更早的4月

10日，盛和府小区所在的原兴街道办事处下发

过《关于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行动

的通知》，对街道范围内在建各类建设工程项

目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治理。这说明，当地对消

除工地安全隐患是有决心的。

但是，为什么严厉的监管并没能制止出事

项目的违法施工，更没能制止悲剧的发生，这

是事后应该查清楚的。若当地在监管中存在

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则应有针对性提出解决方

案，有助于避免日后类似事情的发生。

事故发生次日，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名开发及施工人员刑拘，

将案件定性为刑事。当地成立了调查组，明确

表态将调查下去。4月21日下午，原阳县委作

出决定，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县住建局党组书

记、局长孙国安和安全股股长王建刚予以免

职。对县城管局（县城市综合执法局）党组书

记、局长魏学义启动问责程序，待案件查结后，

将依据最终结果作进一步处理。

问责可谓坚决，态度可谓明确。

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发生打记者的

事，令人诧异。记者采访有助于当地的调查，

报道事实真相并及时向社会发布是记者的正

当职责。当地也有向社会公布信息的义务，其

和记者的职责本应是相通的，完全可以好好沟

通。而殴打记者、清空手机的行为，却是在阻

止记者调查真相，也是对记者多方面合法权利

的侵害。

事故必须以真相来回应，暴力需要用法律

来回应。4月21日晚10时，河南新乡市委书记

张国伟就新闻记者在原阳县被殴打抢走手机

事件表示，将彻查此事，万一有人触犯了法律，

依法办事。

殴打记者阻止调查，究竟想掩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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