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免费WIFI作为一项惠民工程，
已成各地建设“智慧城市”标配。5月1
日起，北京市经信委宣布，在公共场所，
每位用户每天可享受的免费上网时长由
两小时修改为不限时，服务点位也从
500余个增至943个。可记者调查发
现，公共免费WIFI单设备仅2兆带宽，
只能承载20人使用，实地体验6个点
位，均无法上网。（《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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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免费WIFI

公共免费WIFI不好用，是一个非
常普遍的现象，在很多地方，都是说起
来“的确有”，用起来“真没有”，甚至
很多市民根本不知道还有公共免费
WIFI 的存在。仅仅技术上的短板，恐
怕不足以解释实质问题。

——舒圣祥
一个家庭服务器都可以同时连接十

几个设备，在公共场所覆盖的服务设备
为何上限只为 20 人？这肯定与投入资
金有关。

——钱夙伟
免费WIFI不应仅仅成为一张“成

绩单”，不能只是摆设。它最重要的，
还是实用，最起码要达到能用。

——程赤兵
餐饮、健身等场所提供的免费

WIFI，常常比公共免费 WIFI 要好用，
这说明免费WIFI建设其实没有多大的
技术障碍，关键就看相关部门有没有认
真对待这回事。

——靳 越

让便民服务不再“一号难求”

□李 云

“查得好，简直是大快人心！”近
日，一则关于湖北省黄石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办证窗口一号难求”问题查
处情况的通报引来群众连声称赞。
据了解，黄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去
年 7月 1 日正式挂牌成立，共有 3个
窗口负责不动产登记业务申请受
理。但该中心每天只投放 50 个号，
只要 50个号办完了，即使窗口闲着，
也停止办证。（中新网）

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办证窗口，
不用“蹲着办理”，也不是“高高在
上”，但由于限号导致“一号难求”。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
应该是窗口服务的重要准则，也是其
存在的价值所在，然而，有一些窗口
只“想自己之所想，急自己之所急”，
没有真正把人民群众的事放在心上，
甚至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麻烦甩
给群众，这才是形成“一号难求”的
症结所在。

按“图”索骥，触景生“气”。

《人民的名义》热播以来，网友发现北
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门诊二楼的超声登
记室的“窗口”让人“站立不安”、云
南昭通彝良县旅游局大门外设置的意
见箱高达2米多……在遭到网友质疑之
后，基本上涉事单位都进行了及时整
改。这一点倒是令人欣慰，至少比

“孙连城”强了许多。
办事窗口是政府服务群众的“窗

口”，以方便群众办事为己任。这一性
质决定着“把方便送给群众，把麻烦
留给自己”，这也决定着必须拆除“蹲
着窗口”，拉低“高高在上”，破解

“一号难求”。
我们常讲，思维决定行为。一些

窗口单位和部门依然存在着方便自己
的思维，或许，拆除一个“窗口”容
易，可是改变那些落后思维、自私思
维非一朝一夕之功。“一号难求”的窗
口被严厉问责，应该给改变这种思维
打开了“一扇窗”。

□徐东波

近日，23 岁消防战士姚为君，
在扑救民房火灾中为救一名 95岁老
人牺牲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在普
遍赞誉的同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
声音，提出“23 换 95，到底值不
值？”（新华网）

因为救人行为而引发社会价值观
的讨论，在社会舆论场中并不鲜见。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张华为
救掏粪老农而牺牲就曾引发社会大讨
论，那场讨论也让人们重新认识生命
的意义。如今，过去了一代人的时
间，“23与95孰大孰小”再次成为不该
有的算术题。对于姚为君的壮举，大
多数网络跟帖是痛惜和点赞，但争议
之声同样不容忽视。有人说，别怪我
自私，我觉得英雄亏了；有人说，23
岁还可以为社会做很多事，不管对社

会还是对个人，都有些不值得；也有
人说，也许他不知道要救的是95 岁的
老人，更不知道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值不值”的追问，反映的是市
场经济的思维方式，遵循的是等价交
换、讲求回报等原则。但生命不是算
术题，道德也不能用加减乘除来换
算。买车买房需要也必须问问“值不
值”，但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等道德行
为，就不能用“值不值”来衡量。如
果把市场经济的原则扩展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就很容易使人的价值观
念异化，思想道德蜕化，该挺身而出
时可能会退避三舍，该仗义执言时多
半会选择沉默。

一位叫云苏辰辰的网友留言：“当
时生死一线，哪考虑得了这么多。不
管多少岁，都是条人命。与其在网上
议论23换95 ，不如多去做点有意义的
事。换位思考，我们显得多么渺小，
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不过恰好不

是你罢了。”一位叫明明如月的网友发
帖说：“如果救人时还要算值不值，那
这个社会将变得非常可怕！难道说应
该先救有钱的、年轻的、漂亮的、有
本事的，而那些没钱的、年老的、相
貌平平的、才资平常的就可以不救或
后救？”这些留言很朴实，但很有说服
力。人类社会之所以有“崇高”这个
词汇，不仅仅是因为有对生命的尊
重，还有舍生忘死、临难不苟等超越
生命之上的东西。

“值不值”的追问，对人民子弟
兵来说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有不少记
者问那些“危难时刻显身手”的官
兵：“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这些官兵
几乎众口一词地坦言：“其实啥都没
想，就是想把人救出来”。在人民子弟
兵的心中，“人民”二字的分量比泰山
还重。时刻准备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
战，这是子弟兵的光荣使命和职业素
养。

日前，环保部发布对28个城
市的督查通报，发现一些痼疾。其
中，“花式造假”再次闯入视线，
部分企业在监控设备和监测数据上
动起了手脚，有的偷天换日，有的
暗度陈仓，有的企图蒙混过关。
（新华社）

要 杜 绝 环 境 监 测 “ 花 式 造
假”，必须依靠环境监管的“措施
较真”，坚持做到勤检查、早发
现，及时整治、全面纠正。对于那
些严重违规违法或者屡教不改的企
业必须施以重拳，发现一家处罚一
家，切不可姑息和纵容。只有提高
违法违规成本和风险，才会让企业
明是非、知痛痒，才可能避免“花
式造假”等现象的再度发生。

生命不是算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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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了解到，目前法工委正在抓紧起草
国歌法草案，将于今年6月提交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这将有助于
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唱、使用等行为。

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一个
国家的象征。我国分别于 1990 年和
1991 年制定了国旗法和国徽法，但至
今对国歌却仍未专门立法。现实生活
中，国歌也未得到普遍尊重和爱护。
由于缺乏法律约束，社会上存在随意
使用国歌、奏唱国歌不严肃等问题。
此外，国歌对青少年的教育功能发挥
不充分。近年来全国“两会”期间，
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关
于制定国歌法的建议、提案，建议尽
快填补立法空白。

据了解，目前虽然没有制定专门
的国歌法，但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对国歌的演奏、播放和使用作
了一些规范。如国旗法规定，举行升
旗仪式时，在国旗升起的过程中，参
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
奏国歌或者唱国歌。广告法规定广告
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国歌，并明确
了违反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14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规范国歌
奏唱礼仪的实施意见》，对国歌的奏唱
场合、奏唱礼仪和宣传教育提出了明
确要求。

实施意见规定国歌可以在下列场
合奏唱：重要的庆典活动或者政治性
公众集会开始时、正式的外交场合或

者重大的国际性集会开始时、举行升
旗仪式时、重大运动赛会开始或者我
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获得冠军
时、遇有维护祖国尊严的斗争场合、
重大公益性文艺演出活动开始时以及
其他重要的正式场合。同时规定，私
人婚丧庆悼，舞会、联谊会等娱乐活
动，商业活动，非政治性节庆活动，
其他在活动性质或者气氛上不适宜的
场合，不得奏唱国歌。

实施意见还明确，对在不适宜的
场合违规奏唱国歌并造成不良社会影
响的现象，对奏唱国歌时不合礼仪的
行为，要批评教育，严肃纠正，增强
国歌奏唱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据新华社

国歌法要来了
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国歌的奏唱和使用等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