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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根据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常态化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工作要求和省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精神，结合我市当前疫情
防控形势，现就开展常态化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通告如
下：5月16日起，全市居民每周
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62类
重点人群按照规定频次和方
式进行核酸检测，未按规定进
行核酸检测的赋黄码管理。
进入重点场所以及乘坐公交
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人
员需提供5日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太原晚报》5月16日）

旁白：检测点出报告必须
及时。

新闻：名不见经传的公司，
虚无缥缈的项目，竟让7100余
位老年人为了“高额回报”而将
毕生积蓄投入，结果被骗超10
亿元。5月15日，尖草坪区检
察院通报了该院办理的一起特
大涉养老投资非法集资案，以
案释法开展普法宣传，帮助老
年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家。（《太原晚报》5月16日）

旁白：高额回报几乎就是
“我是陷阱”的代名词。

新闻：有损毁，有瑕疵且有
脏污的运动鞋不仅能出售，价
格反而卖得比新鞋还贵？5月
15晚，法国著名奢侈品牌巴黎
世家（Balenciaga）因拟发售
一款已被“完全破坏的”鞋子而
引发争议，登上热搜。（九派新
闻5月16日）

旁白：本来也未必是用来
穿的，知情同意即可。

5 月 9 日，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消息，无房证明、房产证明和异地贷款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在实行告知承诺
制后，三类事项无需再开具书面证明了。
（《太原晚报》5月10日）

2021 年 1 月，山西省发布《山西省全面
推行证明事先告知承诺制工作方案》，全面
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一年多时间
来，人们感觉到各个单位办事越来越便利，
手续越来越简化了，好多事项不必再像以
前来回跑路开证明，只需在办事窗口签一
纸承诺即可办理。

以往很长一段时间，群众到行政机关
办事时，经常需要证明身份或者某些事
项，这就需要申请人到处开证明，不光浪
费时间还耗费精力。更有甚者，一些单位
为了规避自身风险，将风险转嫁到其他地
方，对各类证明事项不断“加码”，一些可
要可不要的信息也必须提供证明，甚至出

现一些证明“我爸是我爸”、证明你需要这
份证明之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的。很长
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证明让办事的老百
姓哭笑不得、心力交瘁，在开证明的路上
来回奔波，如皮球般被踢来踢去，办事难、
办事慢、办事烦、来回跑成为群众心中的
痛。

告知承诺制的实行，正是为了解决这
种被群众深恶痛绝的状况。所谓的告知承
诺制，是指行政机关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
以及不是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
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
要求并愿意承担不是承诺的法律责任，行
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
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工作机制。简单地
说，就是用承诺书来代替证明材料，办事时
申请人只需签署一份书面承诺，保证所承
诺的内容真实可靠，即可完成申请事宜，避
免了群众在办事过程中被踢皮球、来回跑的

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告知承诺制的实行，

并不是说办事时就不需要确认信息的真
实性，而是用信息共享的大数据平台核
查来替代现场的信息核查，用书面承诺
来取代证明。对于大部分证明来说，完
全可以通过信息化的手段进行查实，让

“信息跑路”代替“群众跑路”。签署承诺
书 则 是 用 个 人 信 用 为 信 息 的 真 实 性 背
书，若提供假的承诺则会纳入信用记录，
严重的甚至被追究法律后果，这就保证
了信息的真实性。

告知承诺制是对办事流程的一次重大
的改革，对于一些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使用频次较高或者获取难度较大的证明
事项，用一纸承诺代替繁琐的证明材料，减
少了办事环节、节约了办事时间，避免了过
去“事难办、脸难看”的烦恼，带给群众的是
实实在在的方便，是一项真正的惠民之举。

信息多跑路 办事更便捷

新建460座、改造321座、沿街单位开放
742 座，并以每年至少新增 100 座的速度持
续推进……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以来，
我市公厕发展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标准之
高有目共睹。然而，许多市民依然吐槽不
断，还是感觉有时“内急”干着急、“方便”不
方便，尤其在人流密集地区。

让 公 众 如 厕 更 便 捷 ，数 量 不 足 是 短
板。原本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就多，又跟不
上城市发展的速度，致使我市公厕同住建
部的要求尚有差距，但数量增加不在于数
字达标、更不等于需求满足，科学布局、盘
活资源、以人为本、因需施策才是关键。因
此，城市建设开发应按规划预留空间，老旧
小区改造当按需求配套建设。人口集中的
核心区要相应增加数量、提高密度、缩短间
距，人群集聚的老城区要倡导建设体积小、
布点多、标准高的附建式公厕，人流集合的
商业区要鼓励沿街商场、超市、宾馆、饭店

等内部厕所对外开放，逢大型集会、体育赛
事、文化节庆等活动，及时推出装配式、移
动式公厕满足时段性集中需求。公厕的开
发与布局，考验着城市建设者的文明理念
和智慧。

让公众如厕更舒心，精细管理是瓶颈。
“第五空间”“轻松驿站”“智慧如厕”等概念
刷新着人们的认知，感应洗手、自动烘干、除
臭喷香等设施优化着如厕的体验，但毕竟公
厕是藏污纳垢之所，稍有不慎便会臭不可
闻，需以工匠精神、下绣花功夫、做精细文
章。首先，要统一标识牌、加挂指示牌、增设
临时停车位，完善手机扫码、导航定位，让市
民看得见、找得到、进得去最近的公厕，并对
如厕环境监督评价。在无粪便、无臭味、地
面无水渍、有手纸、有洗手液、有香薰“三无
三有”的基础上，广泛征求市民意见，进一步
细化程序、量化标准、强化督查，实现维护及
时化、保洁规范化、服务人性化、功能最大

化。公厕的服务与细节，测验着城市管理者
的文明责任和能力。

让公众如厕更满意，文明素质是关键。
再好的设施、再细的管理也招架不住众人糟
蹋，公厕环境要靠保洁员点点滴滴精心维
护，更要靠市民们时时处处悉心呵护。“贴近
文明、远离可耻”“给您方便、还我清洁”“来
也匆匆、去也冲冲”耳熟能详，不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乱贴乱画、损坏公物路人皆知，内
化于心蕴含您尊重他人的公德意识，外化于
行流露您珍爱家园的道德修养。旁人内急
时热情告知附近公厕，发现故障时迅速通知
维修人员，并要积极劝导、制止、举报不良行
为。公厕的环境与秩序，检验着城市居住者
的文明素质和品德。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公
厕文明理应提档与实用结合、管理与服务并
重、宣传与引导同抓，一切以百姓方便不方
便、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标准。

让公厕经得起“公测”

13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
息称，市场监管总局根据前期核查，依
法对知网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立案调
查。知网也发布公告称，坚决支持，全
力配合立案调查，将以此次调查为契
机，深刻自省，全面自查，彻底整改。

最近几年，知网频频成为舆论关
注焦点：退休教授赵德馨维权获赔 70
多万元，知网败诉后转身就将赵教授
的论文全部下架，尽显垄断者的傲
慢；不久前，“中科院停用知网事件”，
再次将知网低价甚至免费收录学术
论文却对科研机构和高校师生有偿
使用并不断提高价格的做法，推向风
口浪尖。

知网是否涉嫌垄断行为？市场监
管总局曾多次进行回应。从“正在核
实研究”到“正在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再到此番终于“立案调查”，说明相关
工作一直在有序推进。知网既然已经
达到反垄断调查的立案标准，说明相
关部门已经掌握其涉嫌实施垄断行为
的初步证据。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知
网，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谋求垄断
暴利，近乎实锤。

知网作为基础性知识平台，丝毫
都不尊重知识。在知网的运营模式
里，大量论文作者从来不是核心资源，
恰恰相反，他们貌似都是可有可无的
存在，不配拥有著作权，不配获得合理
报酬，只能“被同意”让其免费使用。
如果你胆敢较真，且打赢了官司，知网
就会删除你的文章，以终结学术传播
来实施“惩罚”。

基于知网事实上的垄断地位，作
者变得非常弱势。学者在向期刊投稿
时，会被要求授权知网使用，硕士、博
士提交毕业论文时，也会签订《关于

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授权知网。哪
怕下载自己的文章都要给知网付费，
文章作者却大多不敢主动维权，“因
为他们还要靠中国知网来评职称或
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很多考核要依赖
知网”。

凡垄断总易被滥用，学术资源垄断
亦不例外。下载文章和论文查重，知网
收费越来越贵。一边是几乎免费拿来
的文章，一边却在昂贵对外出售，知网
在“学术生意”中大发其财。据同方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的年度报告，同方知网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超11亿元，净利润
超1.9亿元，毛利率高达53.93%。

倘若真是“知识基础设施”，知网理
应承担传播学术资源、推动学术交流的
使命，而非乱栽摇钱树、念歪生意经。
知网的学术生意经被念歪，不仅侵犯了
作者的著作权，更利用垄断地位形成的
高价格，事实上成为了学术传播的阻
碍。推动学术传播交流、促进国家科技
创新的公益属性，决定了知网不能一味
滥用支配地位谋求高额利润。

知网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最让
人期待的不是罚款几何，而是如何打
破知网对学术资源的垄断，构建真正
公益性的知识基础设施。为了祛除
商业逐利色彩，政府有必要主导建立
公益性知识基础平台，源于公共资金
的科研项目理应免费公开，其他文章
也鼓励作者免费公开，以此促进学术
传播保障社会公益，让知识真正成为
全社会的共同财富。近年来，国际学
术界、期刊出版界及图书情报界联合
发起并强力推动的学术数据库开放
存取运营模式，读者不用支付使用费
即可免费使用，或许是可资借鉴的路
径。

呼唤公益性知识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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