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中午，有网友反
映，福建省石狮市一男子骑摩
托车拖行小狗。视频显示，男子
骑着摩托车行驶，并用绳子拖
着一只小狗前行，小狗已经奄奄
一息，四肢都磨出了鲜血。这
一幕引发广大网友们的愤怒，许
多人即刻@石狮公安，呼吁找到
施暴的“元凶”。随即，当地警
方开始“直播追凶”。

(8月27日央视新闻）

新闻漫评

拖行小狗

点评：你可以不喜欢狗，可以讨厌狗，但请不要虐待它。是否喜欢
小动物，只是兴趣问题，而对狗残忍地施暴，则是构成了心理变态。

——祝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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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老油条”：
当官不干事
热衷“打太极”

最严“限塑令”：替代政策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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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期
间，孩子基本
都呆在家里，
除了缺少必
要的户外活
动，还有过度
使用电子设
备 的 问 题。
防治近视，最
重要的是让
孩子走出去，
与大自然多
接触。

毛建国

防近视需要多一些“户外作业”

26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云南省生态环境
厅对外发布了《云南省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昆明市建成区以及昆
明市、西双版纳州、大理州、丽江市景区景点内的商
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
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全省
范围餐饮行业禁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吸管。

这是一次全国总行动，源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等9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因为其中提到在重点城
市和重点区域“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而被网
友称之为“史上最严限塑令”。对于正致力于打造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中国最美丽省份的云南来
说，加强治理“白色污染”的意义尤其显得重要。

按照实施方案，2020 年，率先在昆明市等部分
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
售和使用。到2022年，有序扩大禁限范围，一次性
塑料制品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到
2025年，多元共治体系基本形成，替代产品开发应
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治理
塑料污染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急功冒进，分步、分
阶段进行，是相对科学和稳妥的治理思路。

限塑有多难，相信大家都清楚。早在2008年，
我国就实行了“限塑令”，规定在所有超市、商场、集
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
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其制度诉求

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影响和调节公众的消费习惯，
进而达到塑料袋减量化效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自2008年开始实施“限塑令”
以来，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增速已由 2008 年前超过
20%下降为3%以内。

数据有喜有忧。增速放缓说明“限塑令”有效
果，但需要看到，放缓的也仅仅是“增速”，并非塑料
袋的使用量。简言之，“限塑令”有效果，但效果远
远没有达到预期。

从 12 年前的“有偿使用”，到今天的“禁止使
用”，制度的强化，凸显出治理白色污染的迫切性。
一方面，已经实施多年的“限塑令”呈现边际效应递
减的趋势，在大型商场、超市，固然还在实行收费，
但消费者早已“免疫”，减塑效果已经极其有限，更
不要说在农贸市场、小摊小贩，免费依然是常态。
另一方面，新情况来势凶猛，快递、外卖行业的全面
崛起，也制造了大量的白色垃圾。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说，“最强限塑令”要想落
到实处，既要保障令出必行，更要在替代政策上下
足功夫。“禁用”是容易的，难就难在，怎样做到在
禁用的同时，尽可能减小对消费习惯的影响。比
如，商场、超市的环保布袋是否供应充足、价格是
否合理；如何督促快递、外卖使用环保餐具和包
装。总而言之，好的消费习惯，建立在配套机制健
全的基础上。 （相关新闻见A02版）

“我们对9个省（区、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
在疫情期间视力变化情况做了调研，调研结果还是
很不乐观的。”8月27日，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司长王登峰表示，大规模线上教学客观上增加了青
少年观看电子屏幕的时间，9省份的调研显示，与
2019年年底的普测相比，中小学生半年近视率增
加了11.7%，其中，小学生增加最多。（8月27日《新
京报》）

青少年近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早在此
前，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目前我国近视患者达 6
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而根据国家卫健委
数据，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超过一
半，高中生近视率高达 81%。现在，因为受疫情影
响，“中小学生半年近视率增加了11.7%”，这个数据
更加值得重视。

应该说，在青少年近视这个问题上，目前已经
形成了共识，已经拿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2018年，教育部会同卫健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
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 38%以下，初中生下降到
60%以下，高中生下降到70%以下。与此同时，围绕
学生减负，无论是教育部，还是各地教育部门，都出
台了一系列文件。

这些年来，围绕中小学生近视问题，社会更多
把目光放在教育减负，尤其是校内减负上。这当然
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方面。且不说现在不
少地方小学生的校内作业量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
就拿疫情期间来说，也很难讲学生的作业负担更重

了。一个事实是，相对于正常的上课，很多学生，尤
其是小学生的学习时间，尤其是作业量其实大大减
少了。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观察未成年人近视问题
带来了新视角。

防止青少年近视，学校很重要，但也不要忽视
家庭重要性。疫情期间，孩子基本都呆在家里，除
了缺少必要的户外活动，还有过度使用电子设备的
问题。客观地讲，教育部门推出的线上教学，已经
注意到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但有些父母本身就
游戏成瘾，整天手机不离手；也有的父母忙于工作，
无心照顾孩子，习惯于以游戏打发孩子。这次教育
部的调研，了解了学生的近视和上网课时间、平时
玩电子游戏时间或者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屏幕的
时间，以及户外体育锻炼、照明环境和书桌高度等
因素对近视率的影响。这些其实都与家庭有关。

防治近视，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走出去，与大自
然多接触。近日，湖南长沙一位父亲因“要求儿子
每天户外活动两小时”引发网友关注。据称，这位
父亲，要求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每天必须在户外
活动两个小时，如果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甚至不
能写作业。这个孩子已经掌握了皮划艇、滑雪、野
外生存等各项技能。每天是不是一定要玩够两小
时，是不是一家要学这么多东西？没有必要“依样
画葫芦”。重要的是，防近视需要多一些“户外作
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真正让孩子走出去，从作业
和电子设备中走出来。

我们围绕疫情防控打了一场阻击战，当前也有
必要打一场未成年人近视防控阻击战。最终，把方
方面面的力量发动起来，把青少年的近视率降下去。

“昆明市统计局原总统计师白雄文对
统计数据审核不细、把关不严，致使相关地
区发生统计数据严重失实的情况，造成不
良影响。”“武夷山市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立忠在茶山综合整治工作中不作为、慢
作为，督促日常督查不力，组织实地走访不
深入，导致辖区内出现违规开垦茶山、毁林
种茶等问题”……近期，各地纪检监察机关
通报了一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
为问题，释放了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的鲜明信号。

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归结
起来就是违背党的原则，违反党的纪律，不
负责任、不干实事。这不仅是作风问题、能
力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贻误工
作、劳民伤财，严重影响党的形象和公信
力。《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明确指出，对不担当、不作为、敷衍塞责
的干部要严肃批评，必要时给予组织处理或
党纪处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均对此作出相关规定，
将此类问题列入纪律方面的“负面清单”。

针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
问题，纪检监察机关紧盯不放，精准打击，
正风肃纪力度不断加大。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公布的2020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表显示：上半年，
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
38378 个，处理 56959 人，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 27319 人。其中，“在履职尽责、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
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
发展”方面的问题，查处总量最多，达
27924起，处理人数最多，达41845人，占查
处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72.8%，处理总人数的73.5%。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纠治不担当、不
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的显著成效。同
时也说明此类问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中相对突出，具有顽固性、复杂性的特
点，彻底肃清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再接再
厉，拿出铁杵磨成针的韧劲，重拳整治，靶
向治疗，综合施策，一抓到底。

从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不担当、不作
为、乱作为、假作为典型案例看，一些问题
仍然比较突出：有的层层“甩锅”，在岗位上

“混日子”，热衷于“打太极”，工作能推就
推、能拖就拖，问题能绕就绕、能躲就躲；有
的拍脑袋决策，日常学习欠账多，能力不足
还不注重调查研究，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
不切实际的工作却压着干；有的欺上瞒下，
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甚至编造假数字、假情
况、假政绩欺骗上级……如此只想当官不
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
出力，沦为官场“老油条”，谈何干事创业，
谈何造福一方？既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信
任，也对不起身处的职位和承担的职责。

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上升，
再叠加疫情和汛情影响，做好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难度更大，更加需要精准纠治不担
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充分调动广大
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找
准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问题症
结，既严肃惩处，又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
求，用精准监督执纪问责释放正能量。综
合运用纪律检查建议、监察建议等方式，督
促问题突出的地区、部门和单位制定有针
对性的措施，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决纠
正少数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神不振、担当
劲头不足的不良风气。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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