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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停车场、食堂对外开放不妨再多一些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
秋， 大凡自驾到文旅名
城江苏扬州旅游观光的
游客就会发现，自己可
以将车就近停进扬州市
政府西大院或主城区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42
处内部停车场，不再为
停车而发愁。
　　据介绍，中秋节前
夕，扬州市政府专门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
秋、国庆期间，对外地
游客开放市政府西大院
及主城区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 42 处内部停车场
共计 2481 个停车位，同
时宣布国庆节期间将继
续开放市政府西大院食
堂，为外地游客提供淮
扬特色简餐服务。
　　在老百姓眼中，各
级政府机关及相关的企
事业单位都是“机关重

地、闲人免进”的“衙
门”，加之站岗的武警
或把门的保安，前来办
事的人员都要严格履行
“登记手续”。而今，
扬州市对外开放内部
停车场和机关食堂，彰
显了“扬州欢迎你”的
姿态与格调。不论游客
从何方而来，都可以自
由自在地将车停进内部
停车场，都可以大大方
方的在机关坐下来享用
“质量好又便宜”的饭
菜，没有了“登记”，
没有了“盘问”，没有
了“验证”，无疑颠覆
了人们对政府“机关重
地、闲人免进”的传统
认识与固有思维。
　　当然，向社会开放
内部停车场或机关食
堂，扬州市并非首创。
近年来，多地政府机关

的停车场都向社会开放
了一定数量的停车位，
并向社会开放了机关食
堂，使附近的居民、外
来游客、农民工等能够
和机关干部享受相同的
菜价并一同就餐。不过，
无论开放的先后，对外
地的观光游客来说，不
仅可以有效地解决自驾
的“停车难”问题，而
且可以实现从在景区

“将就吃”到在餐厅“讲
究吃”的消费升级，进
而会自然而然地从内心
产生“宾至如归”的感
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政府机关的停车场、食
堂对外开放的还是应该
再多一些。
　　不过，我们也应该
看到，眼下还有许多的
政府内部停车场还是
“外来车辆禁止进入”，

其内部食堂也不愿对公
众开放，有些即使开放
也局限于节假日，而其
理由表面上是“难以保
持正常工作秩序”“不
好控制就餐人数”“无
法预先备齐菜品”等
等，而实际的理由恐怕
是在内部停车场充足且
免费、机关干部不必为
停车发愁，至于说食堂
则是干部就餐享有高额
的补贴……而这显然不
是普通群众能够享受到
的。
　　所以，各级政府及
其组成部门创建服务型
机关、打造亲民形象，
与其大话套话的宣传或
承诺，不如从开放“闲
人莫进”的内部停车场、
机关食堂开始，对普通
民众尤其是外地自驾观
光者的车辆一同进出、

一样免费，就餐时与机
关干部一同排队、一同
买饭、一同就餐，彼此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
此没有间隙隔阂。如此
这般，无疑是打开了机
关与百姓沟通的一扇大
门，不仅会增强公众对
政府部门的信任，而且
可以增强外地游客的归
属感。因此，我们有理
由相信，随着开放包容、
亲民友善和为民、利民、
惠民理念的深入人心，
各地政府及其组成部门
的内部停车场、机关食
堂都将会逐步向公众开
放，做到能开即开、应
开尽开，从而有效破解
旅游接待能力与游客停
车、餐饮需求之间的矛
盾。

■袁文良

警方推荐烈士妻女店铺，这种“官方引流”请再多些
　　9 月 12 日，陕西警
方官方抖音发布了一条
特别的视频，内容是为
一位烈士家属抖音账号
橱窗做推荐，并配文“这
是一位警嫂的抖音号，
如果您方便可以在她的
抖音店铺买点小东西，
陕西警方谢谢您。”评
论区网友们纷纷表示理
解与支持。（9 月 13 日 
潮新闻）
　　烈士们为保家卫国
和守护人民安全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精

神和奉献应被铭记和赞
扬，但同时，他们的牺
牲会给自己的家庭带来
巨大的悲痛和生活的重
担。保障好烈士家属
的后续生活，是一个健
全且负责的社会要做到
的。在这样的背景下，
陕西警方此举显得尤为
珍贵——没有停留在口
头的赞美、追思以及短
期的补助，而是将关怀
具体化、实用化，直接
触及烈士家属的实际需
要，真正做到了对烈士

家属的体贴与关照，既
为他们带来的一定的经
济支持，也让他们感受
到了来自社会的温暖和
尊重。
　　在如今风云变幻的
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
常常听到关于“网红经
济”“流量为王”的言
论，但陕西警方的这一
行为告诉我们，流量并
非只能追逐商业利益，
它同样可以成为传递正
能量、弘扬社会美德的
有效工具。官方下场“引

流”，实际上是官方力
量与社会责任有机结合
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所
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
不仅能够解决实际问
题，更能够引领社会风
气，促进社会和谐。
　　关爱烈士家属不是
只在口头上的任务。它
需要政府、社会、个人
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与
持续投入。政府部门应
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
和影响力，为那些在社
会中默默奉献、需要帮

助的烈士家属提供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同时，
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积
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共
同参与到这一公益事业
中来，让更多的烈士家
属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
关爱。在未来的日子里，
期待看到更多类似的接
地气、有实效的关怀举
措，让关怀之花绽放在
每一个人心中。

■曾博

电梯维保“难招难留”并非无解

　　近年来，我国电梯
保有量不断增长，但电
梯维保工人却面临较大
缺口。在从业者看来，
电梯维保市场的规范化
程度未能同步提升，低
价竞争、待遇偏低，影
响了从业群体的工作积
极性和稳定性。由于电
梯维保工人面临随时待
命的高压工作状态，且
职业发展空间受限、经
常不被用户理解，再加
上电梯保有量持续增长
等多重因素影响，电梯
维保工人“难招难留”
问题正在加剧。（9 月
13 日《工人日报》）
　　电梯维保“难招难

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待遇上不去、工作强度
大、用户的不理解等是
导致行业留不住人的重
要原因。
　　笔者以为，这一难
题并非无解。“难招难
留”其实是两个问题，
一是“难招”，二是“难
留”。
　　面对“难招”，主
要的对策是电梯企业要
加大与中职、高职院校
的“联姻”，开展校企
合作，进行订单式培养，
实现“招生即招工”“入
学即就业”，即让中职、
高职院校开办专门的电
梯维保班，为企业培养

专门的电梯维保人才。
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
针对用人单位的需求，
由 学校与用人单位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签
订学生就业订单，并
在师资、技术、设备等
方面进行合作。学生毕
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
业，从根本上解决了学
生在校学习的职业针对
性、技术应用性以及就
业岗前培训的问题。这
种校企合作模式，有助
于缓解毕业生就业困
难，及用人单位求贤若
渴的难题，实现学校、
学生和用人单位的“三
赢”。

　　面对“难留”，主
要的对策是提高员工福
利待遇。电梯维保是一
份既需要精湛技术，又
考验耐心与责任感的
工作。现如今，行业
内普遍存在待遇偏低问
题，不少优秀人才望而
却步，也影响了在职人
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稳定
性。提高从业者的待遇，
不仅是对维保工人辛勤
付出的认可，更是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提升
行业整体水平的关键。
此外，电梯企业也要注
重畅通人才成长通道，
为员工提供足够的职业
发展空间，如通过“师

带徒”“老带新”等方式，
抓好入职员工的“传、
帮、带”，搭建扁平化、
去层级的企业架构，为
年轻员工创造承担重要
项目的机会，让员工可
以在岗位上提升技能水
平和薪资待遇。同时，
企业还要持续强化对一
线维保人员的人文关
怀。企业把员工当家人，
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就
会大大提升。
　　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有见招拆招，就一定
能解决电梯维保“难招
难留”这两大难题。

■维扬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