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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
头条 胡蔚

“非常暖心”“为好办法点赞”“安全是
硬道理”……不久前，云南昆明交警的一
个“小巧思”赢得多方叫好：为防控大型车
辆右转时因视线盲区引发事故，当地在具
备条件的路口，施划大型车辆“右转弯盲
区警示带”，提醒行人注意避让。“小巧思”
体现着城市治理者的精心用心。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19年我国城镇化
率已经突破60%，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城市
人，大型、特大型城市开始崛起，城市群、
都市圈加速形成，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都
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粗放式的城市管理方
式已经不再适应目前城市治理的需要，精
细化是未来城市治理的必由之路，也需要
更多的“小巧思”来增强市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治理必须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仅要注重市容
市貌建设和城市功能提升，也要关心和解
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
生活更便利、更舒心、更安全。城市的每一
个设施、每一个细节，都与群众生活品质
密切相关，每一次提升都能给群众带来实
实在在的收获，正如云南昆明只是施划

“右转弯盲区警示带”这样看似细微的小
事，却体现了城市管理者把群众安危冷暖
摆在心中的治理理念，得到了群众的广泛
认可与好评，这也是城市治理能力提升的
显著表现。

城市治理需要绣花精神，通过绣花
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
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绣花精神突
出耐心细致，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
小处落实，有些事情虽然看起来微不足
道，但对城市治理的加分十分明显。小
到一个井盖，大到城市的规划布局，都
是让治理的针脚更细密，城市的运行才
能更顺畅，市民的生活才能更美好。在
城市治理中，需要采取更多“小巧思”
的办法，专注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的细

节，如提高交通通行效率、解决停车困
难、畅通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等等，城市
治理越精细、服务越用心，市民的满意
度自然更高，归属感就会更强。

现代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
多，给城市治理带来更多挑战，不妨从科
技借力，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城市治
理提供保障。近年来，5G、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也在加快步伐，很多新技术已经应
用到城市治理领域，提升了城市治理的智
慧化水平。通过技术手段，可以实现对治
理全民性、全时段、全要素、全流程的覆
盖，突破人工能力的限制，不过在主动顺
应城市治理智能化趋势的同时，也要注重
对群众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避免因为
对新技术的应用和监管不当，给群众安全
带来新的隐患。

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
生产、生活与学习的主要场所，寄托着亿
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城市治理至关
重要，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和精细化的治理方向，从群众身边一点一
滴的小事做起，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
水平，让城市更美好，群众更幸福。

善用更多“小巧思”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时效性强、
成本低、覆盖面广的网络招聘，凭借自身
优势，成为不少用人单位招聘的首选。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就业服务向“线上”转型，有关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高校等也倾向于选择“云服
务”，帮助求职者“云上找工作”，“云招聘”
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然而，在实践中，“云招聘”也暴露了
自身的短板。一方面，面对旺盛的网络招
聘需求，一些网络招聘机构服务能力不
足，管理不到位，导致招聘信息不完善、不
真实等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网络招
聘平台良莠不齐，甚至存在“伪招聘”网
站，让部分劳动者陷入求职陷阱。例如，有
的招聘网站在面试前，以交纳服装费、体
检费、培训费、保险费、押金、手续费等名

义向求职者收取钱款，钱款到手后再以各
种理由拒绝介绍工作，甚至直接失联，让
求职者面临“钱职两空”的困境。针对网络
招聘存在的问题，人社部前不久发布《网
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
期规范网络招聘服务行业发展，为求职者
保驾护航。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
策，保持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一方面，
充分发挥“云招聘”的优势。人社部发
起“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截至
今年6月底，有208万家用人单位发布岗
位信息 2761 万人次，劳动者投递求职简
历近2000万份。另一方面，针对求职先交
押金、面试预付培训费、招聘信息不真实
等问题，有关政府部门不断加强对网络招
聘的监管力度。接下来，政府部门需要在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善网络招聘服务管
理规定，实现“云招聘”法治化，让求职者
就业更安心。

把好准入关。网络招聘服务机构连接
着千千万万劳动者，只有通过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设计，将“伪招聘”网站拒之门外，
才能保证劳动者的求职安全。本次征求意
见稿就提出，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应当依法
在其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首页显
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
务许可证等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
识。这将帮助劳动者便捷辨别招聘网站的
真伪。

督促网络招聘服务机构切实承担自
身责任。当前，部分网络招聘服务机构仅
将自身定位为信息发布平台，不对信息的
真实性负责。然而，据此盈利的有关机构

有义务对招聘信息进行核查，以保证招聘
信息的真实可靠。这不仅是发展之需，也
是监管要求。

规范“云招聘”，还需要有关政府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维护网络招聘服务
业的健康发展。“云招聘”的大部分行为都
发生在网上，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熟练运用
大数据等技术，提高远程监管、移动监管、
预警防控等非现场监管能力，以提升网络
招聘服务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当然，在“云招聘”成为常态的当下，
求职者也应擦亮眼睛，从正规网络招聘服
务机构获取招聘信息，尽可能多了解应聘
公司及岗位信息。只有多方合力，打造有
序可靠规范的“云招聘”，才能助力求职者
找到称心的工作，让有志向的人有事业，
让有本事的人有舞台。

李心萍
深论

规范“云招聘”，求职更安心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大型、特大型城市开始崛起，城市群、
都市圈加速形成，城市功能和城市生活都在发生
巨大的变化，粗放式的城市管理方式已经不再适
应目前城市治理的需要，精细化是未来城市治理

的必由之路，也需要更多的“小巧思”来增强
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升学失利，压力山大；职场不
顺，信心受挫；婚恋纷争，焦头烂
额……近年来，精神与心理健康
愈发受到人们关注，通过网络寻
求心理服务的需求大增。但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网络平台上有偿
心理咨询乱象频发——不少从业
者根本没有资质。所谓服务充斥
坑钱套路，消费者隐私存在泄露
隐患，被侵权后难以维权。

“心病”同样是病，需要正规
诊疗，不能指望“心灵鸡汤”。然
而，“当前网络心理健康服务缺少
相应标准”，别有用心者“钻空
子”、打“擦边球”。一些心理疾病
患者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前往正规
医院，试图通过“网聊”寻求释放，
正中前者下怀。

某些网络写手胡编乱造“心
理舒缓宝典”，一些博主炒作“心
理调节课程”，“付费内容”其实
没有任何专业性；平台自诩“亲
密关系修复”，忽悠情感受挫者
高价“量身定制”情感挽回方
案，纯属骗钱；所谓情感陪护

“挂羊头卖狗肉”，“软色情”犹
如“精神毒品”；发现上当受骗，
反被要挟曝光隐私，不得已“打掉
牙往肚子里咽”……凡此种种，消
费者不光损失钞票，倘若耽误诊
治，后果更严重。

线上心理服务犹如“乱麻”，
网络平台难辞其咎，理当“清理门
户”。心理咨询有专业门槛，从业
人员得有专业资质，平台方开辟
相关业务板块，必须审查、核实、
备案入驻机构和人员的资质，对

“草台班子”坚决说“不”。假证贩
子在网上兜售“国际注册心理咨
询师证”，电商平台更应严查“封
杀”。假的真不了，平台方负有不
可推卸的监管之责，只有“走心”
才能避免失守。

面对日益增长的网上“心病”
问诊需求，医疗卫生部门也要及
时弥补线上服务空白，鼓励正规
医院开展网络医疗服务。制定规
范，细化标准，严格执行，做大做
强“良币”，“劣币”就会失去生存
空间。

特别要注意的是，心理咨询
和心理治疗不同，药物干预更涉
及医疗范畴。有关部门有必要明
确其中的界限，网上心理服务能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不能稀里糊涂。消除“模糊地带”，防止有
人浑水摸鱼。

承受煎熬的心灵呼唤专业救治。网络心理
健康服务（包括必要的医疗干预）必须恪守治病
救人底线，不能钻进“钱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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