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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以为非常语录…

居民反映粮油加工厂收陈稻进
行加工，且环境脏乱，担心“眼看天
气要热了， 这陈稻和油会不会吃出
问题来”，并“强烈建议工商、质监部
门关注一下”。政府部门却“百度一
下”传授市民如何区分新稻陈稻。最
近出现在安徽马鞍山政府网站论坛
的一则雷人回复， 引起了议论。（3
月21日《新安晚报》）

首先要明确，“百度一下” 并没
有原罪，“百度一下” 就可以解决的
问题，自然没有必要舍简求繁，去求
助官网。 但网民向政府部门反映的
问题，肯定是“百度”力所不逮的，如
果政府网站还拿“百度” 去敷衍搪
塞，显然有推卸责任之嫌。

答非所问， 还认真地给网民传

授搜索技术， 连敷衍都做得煞有
介事，很明显，这个政府网站骨子
里， 恐怕还是将严肃的网络问政
当成了一个玩笑。相信无论是谁，
此时的心情一定是对网络问政平
台大失所望， 对政府相关部门大
失所望。 如果网络问政一直这样
运行下去， 恐怕过不了多久就会
无人问津。

堂堂政府官网，却让“百度”
代为回复， 一方面是由于网络问
政运行机制还存在问题， 另一方
面是由于官网管理者的责任缺
失。要防止这种网络问政的“神回
复”现象，就要从运行机制上加以
改善，做到帖子一旦被发到官网，
就不应该随便被打回来， 所反映

的问题究竟应该归哪一个部门解决，
应由接收帖子的管理者认真判断，然
后直接联系相关部门。无论部门之间
如何协调，但应该保证有最终的回答
和解决方案，而不是一个让其求助他
人的口令和一条条推诿、 扯皮的话
语。

网络问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服务公众，在网络问政的运行过
程中也应体现出这种服务理念。只有
每一位官网管理者都用心服务，拿出
诚意回复，网络问政平台才能发挥作
用，从而提升人气，提高政府公信力。
至于那些“踢皮球”的官网，早晚会成
为空壳，届时，人们宁愿求助“百度”，
也懒得再看它一眼。

■万光武

“我是党员， 招商引资不
容易，你们这样做影响了
昆明发展。”

近日， 昆明警方扫黄，出
现了雷人一幕。当警察冲进一
家娱乐场所的时候，一男子高
声喊出以上话语。

万水千山： 真不容易，为
了当地经济发展，连名声都不
顾了！向你“致敬”！

小考拉：现在媒体都只是
为博眼球而已，真有人这么弱
智？

“风雹”来袭呼唤建立社会救灾体系

“百度一下”让网络问政成了笑话“你们不用讲了， 我不
要名分，我愿意做人家
的小老婆！”

林小姐毫不忌讳自己
的“小三”身份，敲开情人
王先生的家门， 她直接上
了床， 和王先生夫妇一起
躺在床上。旁人无法入睡，
纷纷前来劝说， 可她就是
铁了心。

飞龙在天： 果然是树
若无皮，必死无疑；人不要
脸，天下无敌。

真心话：就是为了钱，
什么爱啊、 情啊的只是遮
羞布……

狠狠爱：老婆能忍受？
他老婆的家人也能忍受？
是在开玩笑么？

3月19日以来，福建、广东等
南方多个省区遭遇雷电、大风、冰
雹等天气， 截至3月21日12时统
计，灾害造成福建、江西、湖南、广
东、贵州5省114县（区、市）153万
人受灾，24人死亡，4人失踪，2000
间房屋倒塌，24.8万间房屋不同
程度损坏， 农作物受灾面积92.9
千公顷，其中绝收16.4千公顷，直
接经济损失13.1亿元。（3月21日
新华网）

春分时节，出现雷电、大风、
冰雹等恶劣天气， 给了南方诸省
一个“措手不及”。而5省、114县、
153万人受灾、24人死亡、 毁农田
房舍无数的灾后景象，让人震惊。

这个时候，无论是灾区的民众，还
是北方的民众， 都在考虑这样几
个问题：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进
行怎样的帮助和救援？ 政府又应
该做什么？灾难过后，当地的生活
什么时候能回归正常？

自然灾害事关每个人、 每个
家庭的幸福。面对灾难，应急、动
员、 反应和效率是体现一个政府
和社会救灾能力的重要方面。回
顾近几年的救灾事件， 样样都称
得上高效快捷。但是，救灾就像搞
慈善，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驾护航，
没有一个稳健的体制， 救灾可能
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不稳定因素变
得不理性。

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是，我国
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救灾机制。在灾
害天气到来之前，缺少有效的预警，
在灾害到来之后，也缺少理性的分
析，很可能忙个手脚错乱。有专家曾
指出，我国救灾应急资金名目繁多、
来源不一，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
特大防汛抗旱补助资金、水毁公路
补助资金和卫生救灾补助资金等，
都掌握在不同的部门，需要分头申
请、自上而下按照条块分割的体制
逐级下拨。因此，面对频频发生的自
然灾害，建立一套健全的社会救灾
体系是当务之急。

首先，《救灾法》的立法工作，
应当被提上日程。 在严重的自然

灾害面前， 只有法律才能对灾害救
助和重建中的政府责任、 公民义务
和受灾群众的权利、 灾害救助的程
序， 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但是据了
解， 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始就有人
建议出台《救灾法》，可时至今日，这
部法律仍然没有音讯。

二者， 我国应该有独立的救灾
部门。 现在的国家减灾委员会由30
多个相关部、委、局组成，具体日常
工作由设在民政部的国家减灾委员
会办公室承担， 每当发生自然灾害
时，主要作用就是协调、联系各成员
部门。 可是， 这并非是一个实权部
门， 救灾工作往往因为权力之间的
推诿而变得困难重重。

三是， 要反思每一次自然灾难
背后的人祸因素，亡羊补牢。我国每
年都会发生多种损害严重的自然灾
害， 如果把这些灾害完全归因于天
灾，不反思教训，那么许多人的生命
和财产就白白损失了。

一次没有预警的“风雹”，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已经震惊了
世人。 面对一些不可预知的自然灾
害， 只有健全的救灾体制才能给人
以十足的安全感。 有些天灾或许无
法避免，但是，通过一个社会和国家
救灾体系的建立健全， 将受灾民众
的损失降到最小， 并在最短的时间
内还原他们的正常生活， 是当下救
灾面临的首要任务。 ■王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