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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
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
校。”

——在近日教育部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政策法规司
副司长王大泉介绍，国务院新修
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明确了民办学校举办的鼓励与限
制规范，特别是增加对公办学校
举办民办学校的限制。文件明确
提出：“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
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
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校。其他
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
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实施职
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
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
利性民办学校。”（《中国青年报》）

“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373.10元。”

——最高人民法院于 5 月 20
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 2021 年 5
月 20 日起执行的国家赔偿标准。
（中新网）

“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近
十万元。”

——2020 年城镇平均工资正
式出炉。国家统计局19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0 年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继续保持增长。全
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 97379 元，比上年增长
7.6%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5.2%；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
平均工资为57727 元，比上年增长
7.7%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5.3%。（《经济参考报》）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闪烁需慢
行。”这是我们从幼儿园起就熟记于心的
一句顺口溜。本来，设置黄灯是一种警
示，是为了交通安全和畅通有序。但现
在的事实是，“抢黄灯”已成为十字路口
发生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抢”的
背后，很大程度上是驾驶员为了“抢”个
心理安慰，图个方便省事。而这种习惯
常常会导致路口的混乱。

从根本上说，交通问题就是人的意
识问题。“黄灯”面前抢不抢，折射的是一
种交通文明。行车途中，文明礼让；遵章
守规，安全不忘！只有我们每个驾驶员
把“安全至上”的意识放在首位，把文明
行车的理念贯之日常，从我做起、向我看
齐、对我监督，才能营造更为安全有序的
交通环境。

“黄灯”闯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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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9 日从民政部获悉，近日，经国
务院批准，民政部将在辽宁、山东、广东、
重庆、四川实施结婚登记和离婚登记“跨
省通办”试点，在江苏、河南、湖北武汉、陕
西西安实施结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
试点期限为 2 年，自 2021 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止。（《太原晚报》5 月 20
日）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终于来了，虽然
现阶段只是试点，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
大概率将会铺开推广。事实上，在数据互
联互通的数字时代，公共政务服务的“去
地域化”，必然是大势所趋。此前，身份证
补办、驾照换证、出入境证件等事项，都已
实现了异地办理。在此背景下，“婚姻登
记跨省通办”可说是水到渠成之事。随着

通用数据库的建立，随着相关信息模块系
统的成熟，“全国通办”有望在更多领域成
为标配。

从技术层面评估，婚姻登记“跨省通
办”本就毫无难度。公民身份信息、婚姻
状况等，有关职能部门的后台系统早已录
入，只需联网调取即可，可说是不费吹灰
之力。很显然，这么多年来，婚姻登记“跨
省通办”之所以迟迟不见落地，绝非是因
为技术限制，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比如说，行政资源的配置与支持问题。有
观点就认为，一旦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年
轻人集中的大城市的婚姻登记部门可能
不堪重负。

既要保障婚姻登记的就近化、便利
化，也要确保服务的速度与品质，这并不
是一件易事。此番，民政部先行选定几个
地方试水，同样有“边试边看边完善”的考
量。“跨省通办”试点城市，在接下来的两

年里，婚姻登记人数会增加多少？婚姻登
记会不会出现长时间排队现象？又该如
何优化服务来适应需求？这种种的疑问，
需要在实践中去观察、去解决。让婚姻登
记公共服务的能力，与城市的常住人口、
婚龄人口规模相适应，这是一个必须直面
的课题。

当然，“婚姻登记跨省通办”除了涉及
到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其更深层次上，还
传递了一种文化价值层面的新信号。那
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婚恋的个人性、自主
性，鼓励青年男女敢爱敢结婚。以往的婚
制设计，“男女双方应共同到一方当事人
户籍地办理婚姻登记”，多多少少还有把
婚姻与宗族、社区捆绑的意味。“回老家领
证”仪式感十足，其实质上也是一个寻求
长辈认可、给家族个交待的含义。而婚姻
登记“跨省通办”，让事情变简单了，也让
婚恋更纯粹了。

完善公共服务让爱变得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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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 17 日发布一项研究称，2016 年约 74.5 万
人死于因工作时间过长引发的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比 2000 年增加了
29%。世卫组织认为，每周工作 55 小时或以上会严重危害健康，而当前的
新冠大流行可能会加剧工作时间增长的趋势。 （新华社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