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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据光明网舆情中心观
察， 有近六成网友称自己出现了
提笔忘字的情况，“生疏”“写错”
“手机”“电脑” 成为网友讨论的高
频词。一是发现自己提笔忘字，为此
感到担忧。二是认为当下有不少人
忽略汉字书写，忽视汉字之美。三是
担忧汉字蕴含的传统文化走向没
落。 四是反思网络时代淹没了手
写。（4月9日 光明日报）

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如今这
样充满对“慢生活”的缅怀，似乎越
是拥有高效率的社会、经济、文化
产出， 人们越是对曾经的缓慢生

活节奏不住回望。就像对“提笔忘
字”的感慨，其实也不过是“高效
率”取代“慢生活”之后的一种具有
代表性的时代忧伤和遗憾罢了。

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其主要功
能就是进行信息交流。无论是手写
还是键盘敲打，并不影响它的这一
主要功能，差别也无非就是速度和
效率而已，况且信息时代的生活、工
作节奏都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
最高效的方式去处理诸多问题，选
择高科技代替“纯手工”自然无可厚
非。正所谓“用进废退”，作为曾经的
交流技能，手书文字被电脑打字取

代，那么手写能力退化也是难免的，
这是时代发展和进步的代价。“提笔
忘字”不过是书写汉字的纯熟程度
不断在弱化，但如果因此就说“没文
化”，显然就是过度解读，毕竟从我
们接收的信息总量以及整体受教
育水平来看，现在肯定优于过去。

《光明日报》此次的网络观察
之所以引发人们的感慨， 其实是
一种“共情”体现。如前所述，手写
汉字是“慢生活”的时代特征，这
种慢生活不仅仅是形式有别于现
在，更是因为在“慢”中饱含着丰
富的情感和精雕细琢的美感。正

是这份情感与美感在以“快”为主的
时代越发稀缺， 才使得人们以此为
由，唏嘘感怀。不少感慨透着“非此
即彼”的无奈，认为这是电脑时代键
盘对手书的必然替代，颇有“大江东
去”的文化没落之悲壮。

与其说这种感慨是因为人们觉
得文化在没落， 不如说是因为更多
人沉浸在网络时代的“快餐文化”中
无法自拔。我们追剧、玩抖音、浏览
各种段子， 却很难想起以一种更富
意趣的方式打发时间，譬如练练字。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个特别节目《中
国汉字听写大会》，参加该节目的成

人们，一个个“提笔忘字”，尴尬无
比。生活中，广告牌、文书、求职信
等，错字别字迭出，笑料不断。虽说
技能会弱化， 但如果平时能够在闲
暇时间练练字，也不至于如此。

“慢生活”与“高效率”，并非不
可调和，“提笔忘字” 也可以用平时
的有意识锻炼来避免， 关键是我们
如何选择自己的业余生活。 手书汉
字，高可成艺术，低可为娱乐，该高
效的时候用高效的方式， 该休闲的
时候选择“慢生活”，琴棋书画，写写
字，也可以陶冶情操，何乐不为？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4月9日讯 今天下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并向
社会公布首批可以实现“一次办
好”的100项办事目录清单。此举
标志着我省正式启动“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意味着市场主体、普
通百姓到政府机关办事更快捷、
更方便。

会议指出， 要加大简政放权
力度，做好衔接工作，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
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要把
“一件事一次办” 改革作为建设
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廉洁政府的重要内容，抓好权力
“瘦身”、流程再造，加快建立省
级统筹、部门协同、整体联动、线
上线下融通的新型政务管理服
务体系。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通俗
地说，就是变以往“一个部门最多
跑一次”，为“办好一件事情只需
跑一次”，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
速度、最优的服务，把群众和市场
主体要办的事项办好， 被认为是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的
“升级版”。

全面推行“一件事一次办”，
是倒逼政府刀刃向内、改进服务、
跨界联动，推动系统之间、部门之
间、区域之间联合办事，打破“关
门”办事状态，形成整体为市场主

体和人民群众办事的合力， 客观
上助推政务服务智能化， 加快数
字政府、智慧政府建设，这对我省
营商环境改善、 加快高质量发展
将是一次质的飞跃。

一次办成“一件事”，看似简
单，实则不易。就拿开一家小便利
店为例，要真正做到“一次办成”
“拿证即开业”的目标，涉及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城管、住建、应
急、税务、公安等多个部门，要办
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公
共场所卫生许可等证件。 一次办
成所有环节、事项，就需要在政务
服务领域实施流程再造， 建立起
省级统筹、部门协调、整体联动、
线上线下融通的新型政务管理服
务体系， 实现一次表单、 统一受
理、同步评估、同步评审、同步审
批、统一反馈的“一次办成”的流
程，真正实现“领证即开业、交房
即交证、 交地即开工” 的快捷便
利，让群众和市场主体省时省心。

这次公布的首批100项事项，
大多与企业、 群众生产生活事项
密切相关，涉及“开店”“办证”“办
事”“领钱”等多个方面。按照相关
实施细则的规定，到今年底，与企
业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
领域和办件量较大的高频事项基
本实现“一件事一次办”；到2020
年底，“一件事一次办” 能力实现
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黑臭水体， 是城市的

“伤痕”。4月9日，记者从株
洲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株
洲市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
坚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已
于日前正式印发， 明确到
2020年底城市建成区黑臭水
体消除比例达到90%以上。

《方案》要求，在全面
摸排的基础上，因水施策，
统筹兼顾，紧扣“源头化、
流域化、 系统化” 治理方
针，以“截污、清淤、治堤、
活源、生态修复”为重点，
全方位、 全过程实施黑臭
水体治理。源头化，即找准
源头；流域化，是给整条流
域“刮骨疗毒”；而系统化，
则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新的
要求。黑臭水体治理，不能

再依靠住建部门单打独斗
了，各区政府、环保、城管、
市政以及属地街道办事处
都要提高认识，联动起来，
才能尽快出成效。

黑臭水体治理，首要步
骤是控源截污，也就是将城
市污水拦在水体之外。根据
《方案》， 株洲市将推动沿
“一江八港”污水主干管网及
其他黑臭水体的污水收集
管网建设，计划到2020年年
底，全市建成区新增污水收
集管网总长不少于200公
里。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建成
区污水管网全覆盖、全收集、
全处理以及老旧污水管网
改造和破损修复。

攻坚期间， 株洲城区
将在建宁港流域新建金山
污水处理厂， 河西污水处
理厂、 白石港流域的白石
港污水处理厂也将扩建。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文红武

“慢生活”与“高效率”，真的无法调和？

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首批100项办事目录清单公布

今后这些与你相关的事将“一次办好”

延伸阅读

“一件事一次办”的100项事有哪些?
我要开店 商场超市、水果店、饭店、酒吧、药店、酒店、网

吧、KTV、美容院、理发店、旅行社、中介机构、燃气销售网点、干
洗店、宠物医院、洗车行

我要办证 身份证、网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生育证、
教师资格证、校车驾驶资格许可证、健康证、老年优待证、卫生
许可证

我要办事 买卖二手房、买房需要落户、办社保卡、申请保
障性住房、房产赠予、申请法律援助、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工
伤认定

我要领钱 家庭困难学生补贴、创业贷款、最低生活保障、
老年人补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报销住院费、城镇职工生育津
贴、残疾人创业扶持

株洲“围剿”黑臭水
明年底城市建成区消除九成黑臭水体

4月9日，岳阳
市南湖新区南湖电
排站扩容改造工程
现场， 施工人员在
加紧施工。 该工程
是岳阳市政府重点
民生工程， 总投资
1.43亿元，新装7台
潜水轴流泵， 总装
机容量7000千瓦，
计划5月底完工。

记者 徐典波
摄影报道

民生工程
快马加鞭

本报4月9日讯 今天，记者从省政
府常务会议上获悉， 我省拟调整12项
行政许可事项。包括8项取消的行政许
可事项： 省民政厅的假肢和矫形器生
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省市县交通运输
部门的船员服务簿签发； 省交通运输厅
的国际道路货物运输许可；县级交通运
输部门的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省农业农村厅的饲料添加剂预混合饲
料、混合型饲料添加剂产品批准文号核
发和新兽药临床试验审批2项；省市县市
场监管部门的名称预先核准； 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的国产药品注册初审。

3项承接的行政许可事项：省交通
运输厅的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散
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许可和港口
设施保安证书核发2项；省应急厅的安
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 安全评价机构
甲级资质认可和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
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认可。

1项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 省际、
市际（除毗邻县行政区域间外）道路旅
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设区的市级交
通运输部门， 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
旅客运输经营许可下放至县级交通运
输部门。 ■记者 刘笑雪 冒蕞

我省拟调整12项
行政许可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