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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速递

织就人民满意的“平安网”

时评/要闻

我省量化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
□司马童

近日，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再
次发生游客在猛兽区擅自开窗事件。8
月18日，陈先生和朋友驾车到八达岭
野生动物园游玩,并打开车窗投食，没
想到不远处的一只黑熊突然站起，使
劲拍打车窗，试图钻进车内。因为车
辆自带的防夹手功能，黑熊扒下车窗
时，陈先生几乎整个身体暴露在黑熊
的视野内，左臂顿时被黑熊死死咬住
鲜血直流。(《北京晚报》)

又是无视园方警示，又是擅自开
窗逗乐——这一次，进入八达岭野生
动物园的“战熊”游客实属幸运，在
被黑熊咬住左臂后能够使劲挣脱，且
猛踩汽车油门最终逃离险境。不过，
这种出于一时取乐而遭遇“死里逃
生”的惊险经历，肯定让他和同车伙
伴们牢牢记住。

没有规矩，不止不成方圆，有时
甚至会让人付出命的代价。以八达岭
野生动物园为例，由于在这个动物园

的猛兽区，游客可从车上近距离看老
虎、狮子等猛兽，所以常有一些抱着
侥幸心理的游客，要么偷偷开启车
窗，要么短暂下车逗留，想要拍个特
别留影以显示与众不同的“到此一
游”。这当中，去年7月23日下午发生
的“老虎袭人”事件，尽管当事人事
后声称，当时自以为已经出了猛兽
区，但一死一伤的惨痛教训，足以警
醒其他游客切莫将“野兽凶猛”不当
回事。

在人身安全面前，再严格的管理
举措，都是为了防患未然。那么，不
管是分设猛兽区和温顺动物区的八达
岭野生动物园，还是别的圈养着猛兽
的动物园，不妨都采取“重典施治”
的办法，将那些存在危险游览和观光
行为的游客，列入不受欢迎的“黑名
单”并及时公布，还要拒绝其在相当
一段时期内的再次入园。不难想象，
对大部分游客而言，入园前先看到谢
绝入园的一长串“黑名单”，可能比难
入其法眼的“警示通告”，更能让其长
记性、真触动。

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
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近年来，我省
各地、各部门全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根本
标准和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
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
层次问题，全力维护人民安居乐业、社
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公众安全
感不断提升。

源头预防化解基层矛盾

近年来，我省相继出台指导意见，
着重从源头把关，让矛盾纠纷有人管、
早点管。

“他骂人不对，你打人就对？要是
打伤打残了，你不仅得赔钱，还得坐牢，
值不值？”8月 19日，商水县城关乡瓦房
庄村两村民为琐事大动干戈，该村调解
员王建党的一番话让他们冷静下来。

在商水县，每个村都有一到两名像
王建党这样的“法律明白人”，他们经过
统一的法律知识培训，成为农村平安建
设、法治建设的坚实基础。目前，全省
有专职兼职人民调解员近21万人，行业
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771个。

乡村有明白人，社区有网格长。洛
阳、濮阳等地探索建立以网格化为基
础、信息化为支撑，搭建全覆盖服务管
理平台；同时，我省不断加强综治基层
基础建设，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全部完
成规范化建设，村（社区）完成率达95%。

立体防控严打违法犯罪

目前，全省视频监控点达 33 万多
个，遍布大街小巷24小时“站岗”的监控
探头，移动监控巡逻车，加上全省 9.4万
名巡防队员，织就了一张立体化“平安
网”，有力打击了各种违法犯罪。

整体防范和专项打击相结合。我
省始终坚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
动，突出处理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群

众反映强烈的问题。2016年，全省刑事
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3.6%、破案率同比
上升14.9%。

创新方式破解治安难题

为了跳出基层治安管理中“盗抢案
多、报案率低、破案率低、追赃难”的怪
圈，我省多地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手
段，把保障安全与服务民生结合起来。

近年来，漯河、许昌、南阳等地将物
联网、大数据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积极探索“智慧治理”新模式，构筑起新
型信息化、立体化城乡治安防控体系，
有效破解了治安动态管控等难题。

自 2014年起，虞城县实施“政府出
资、群众受益”的社会治安民生保险工
程，群众因治安案件受到侵害，只需及
时报案，就可在10个工作日内拿到最高
3000元的保险金。目前，“虞城模式”已
在 70个县（市、区）推广，惠及人口 2400
万，计划今年覆盖全省。

站位全局加强顶层设计

建设平安河南，既要立足当前，又
要着眼长远。

我省坚持依法推进，强化顶层设
计，在制度、机制、能力建设上下功夫，
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平安河南建设的
若干意见》《河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领导责任制实施办法》等，为平安建设
工作构建权责明确、奖惩分明的责任体
系。

我省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和检验
平安建设成效的根本标准，将平安建设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十项重
点民生工程”和重点督查内容。同时，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从今年
起，我省将综治创新工作纳入综治和平
安建设工作考核，让平安建设真正成为
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据《河南日报》

□汪昌莲

近日，在江苏南通某镇发生了一
起暴力伤人事件。有目击者说，有
“暴走团”在过马路时，与一辆公交车
发生矛盾，结果，“暴走团”的几名男
性成员竟围殴公交车司机，导致公交
车司机嘴巴缝了八针，牙齿断了一
颗。目前，当地警方正在对此事做进
一步调查。（《重庆晨报》）

暴走这种运动方式在各地流行开
来，不少广场舞锻炼者摇身一变成为

“暴走族”，也成为城市里的别样风景。
事实上，暴走并非源自中国，它

真正的释义，是指一种高强度又简单
易行的户外运动方式，体现了人们对
水泥钢筋都市的反叛，以及对大自然
的向往和追求。真正的“暴走族”，是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绝对拥趸者
和实践者，非常值得尊敬。真正的

“暴走族”，不求形式和规模，甚至习
惯于独行，即便是结伴而行，人数也
不会超过几十人。尤其是，他们远离

喧嚣的都市，避开拥挤的人群，不会
给城市和市民造成丝毫不利影响。

反观各地的一些“暴走团”，似乎
在反其道而行之，在城市中“来势汹
汹”地行走；动辄上百人，随意占用
机动车道，干扰正常交通秩序，给公
共安全造成不少隐患。不是说国人的
暴走方式和目的一定要跟国际接轨，
必须遵从人家的形式和意义，但起码
也要有一定的规矩和底线，不能真的
变成一种暴力行走，稍遇阻碍，就挥
拳相向。

“暴走团”围殴公交车司机，值得反
思。“暴走团”不能沦为“暴力团”。对于
城市中这种大规模的暴走活动，必须适
当规范和疏导。帮助其了解“暴走”的
初衷和本意，引导其在法律和秩序的框
架内去暴走，同时也可以考虑划定活动
区域和范围，控制人数，以不扰民、不扰
乱社会秩序为前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管
出于何种原因，随意殴打他人，都应
该也必须接受法律的惩处。不管你是
哪一“族”，都应该是“守法一族”。

近日，“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
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数据显示，
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该中心
收到的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约
1.6万件次。据了解，电话销售是当
今一些企业惯用的销售手段，也是
骚扰电话重要来源。（新华社）

防不胜防的骚扰电话几乎是大
部分人都经历过的来电“噩梦”，更
为苦恼的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
电话号码是怎么泄露给电话销售公
司的。要解决骚扰电话的定义和监
管这个难题，除了摸清楚其背后的
生产利益链，工信、工商、公安等
部门也应该加强协作，合力监管。

拿什么拯救不守规矩的人

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
前印发《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实施办法》，量化了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标准，年度考核等级为不
合格的地方，将约谈其党政主要负责
人。

据了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要在资源环境生态领域有关专项考
核的基础上综合开展，采取年度评价和
目标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实行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

年度评价重点考查绿色发展指标
的变化趋势及动态进展情况。主要包
括资源利用（权数29%）、环境治理（权数
37%）、治理能力（权数 7%）、生态保护
（权数9%）、增长质量（权数10%）、绿色
生活（权数8%）等6个方面。

目标考核重点考查河南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的资源
环境约束性指标，以及省委、省政府部
署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目标任务完成
情况，突出公众的获得感。主要包括资
源利用（28分）、生态环境保护（42分）、
年度评价结果（24分）、公众满意程度（6
分）、生态环境事件（扣分项）。

量化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考核后，河
南将对年度评价指数排名前3位或考核
等级为优秀的省辖市、直管县（市）给予
通报表扬。对年度评价指数排名后3位
或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省辖市、直管县
（市）给予通报批评，并要求限期整改。
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的地方，还要约谈其
党政主要负责人。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