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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西路（原北京路）圣基大厦一二楼
阳面380平方米门市，毛坯，长租价格超低。

电话：19903175666、13313176676
出租

通过 App、公众号、小程序
等“互联网+政务”平台办理业
务，已是大势所趋，疫情的发生
更进一步催生了对线上服务的
需求。不过部分群众反映，一些
政务服务有时线上办比窗口办
理更费时、更麻烦。

“指尖政务”三大堵点

近年来，各地大力推动政务
服务向移动端延伸，努力以数据
跑路代替群众跑腿，取得了明显
成效。不过在探索过程中，一些
问题也相伴而生。

——端口太多，让人无所适
从。目前来看，“App+小程序”正
成为移动政务服务的主流模式。
在西部某省，除省市县各级有不
同政务服务应用外，还有公安、
交警、人社、社保、医保等各单
位、各部门的业务平台，而且由
不同公司提供技术支持，每使用
一个平台就需要注册、验证账
号。在微信上打开某个小程序，
在“亮点专区”选择公积金查询
板块，按提示实名认证后，进入
查询界面，界面却没有任何响
应。该小程序中的生育登记、婚
姻登记等业务同样无法正常使
用。

——系统不稳定，操作易出
错。“不靠谱”“让人崩溃”“反应
太慢了”……这是部分网民尝试
使用“指尖政务”后的吐槽。一些
办事群众表示，他们遇到过重复
注册、多次验证身份的情况，以
及上传较大文件慢、操作易出错
等问题。

——申请虽然快，等待却漫
长。近段时间，某大学研究生袁
嘉颖在写论文时，需要某市 0到
3 岁新生儿以及婴幼儿托育机
构的数据。她听说当地在网上
开设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准
备一试，但通过小程序一查，最
后选择放弃。记者登录该平台
后看到，依申请开放栏的列表
已经有一年多未更新。最新的
一条是关于民办养老服务机构
的，这条需求 2019年 4月 8日申
请，民政部门 2019 年 7 月 19 日
才给出答复。

服务大厅仍排长队

在某市政务办事大厅，办事
群众络绎不绝。记者在 79个窗
口转了一圈，发现忙闲不均，其
中医保、交管业务最为繁忙，虽
然开设了多个窗口，但取号等待
人数仍多在 20个以上。一名群

众表示，窗口到点下班，取了号
也不保证能办上事，只能作废。

据通报，在河北省大厂回族
自治县公安局办事大厅办事，需
先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预约。群
众反映，每周五下午，公众号统
一开放下一周号源。放号时，页
面要么打不开，要么打开时已无
号，一般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
抢到号。

一家公司的业务员说，现在
网上办理证件，方便是方便，但
是有时候文件出错了都不知道
是哪里出错就被打回来了，网上
又没有人及时答复。“等个两三

天，然后系统出一个结果，是‘审
批未通过’。还不如直接去窗口，
不懂可以问，有工作人员教。”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
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表示，适合
线上办理的政务，一般应该是规
范化、标准化的事项，流程相对
比较单一。有些地方是把一些不
适合线上处理的政务搬到线上，
效果并不好。

此外，在办事群众中，不乏
老年人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员，
线上全流程自助办理对他们而
言比较难。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
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线上办

确实便捷，但也需把握两个平
衡，一个是现代信息化办公方式
与传统办公方式的平衡，一个是
部门实际办理能力与方便群众
之间的平衡。

定期“体检”疏通堵点

受访人士建议，要避免“指
尖政务”流于形式和口号，需定
期开展“体检”，围绕新的问题、
堵点，不断迭代升级。

“一些App供给侧与需求侧
不匹配，背后是数据治理的供给
侧与需求侧不匹配。”中共广东
省委党校副教授陈晓运说，了解
群众所需，扩充入口，才能够更
好解决相关问题。

记者了解到，不同单位、不
同业务间的“数据烟囱”仍然明
显。即使有时完成了一次跨部门
的数据共享，但协商时间长、难
度大。

“把相关类型的业务整合在
一块，让老百姓进入同一个App
就可以连接到不同的行业系统
中去，技术上是可以达到的。”庄
德水说，在法治的前提下、保密
的基础上，可以多运用倒逼机制
来推动部门间共享信息。

据《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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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办”比“窗口办”更麻烦

11 日，备受瞩目的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炉，生育率
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初步汇
总的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出
生人口为1200万人。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
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将成为我
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那么，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
生孩子了？

养得起几个娃

在北京打拼 8年多的吴一，
在双方父母催促下刚刚生完二
胎半年。半年来，一家 6口挤在
60 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生活
中的小摩擦以及经济上的压力，
让她身心俱疲。

为了方便大宝上学，也为
了离单位更近，一家人决定将
北五环外的房子出租，搬到出
租屋。“让老公的父母来北京帮
忙照顾孩子，省钱也放心。”吴
一说，二宝出生后，6 口人住在
了一起。

吴一也想过做全职妈妈，但
看一眼账单就打消了念头。

前程无忧发布的《2021 职
场妈妈生存状态调查报告》显
示，职场妈妈的收入已成为支撑
家庭的重要来源。45.2%的受访
职场妈妈的个人收入占家庭总
收入的一至三成，36.2%的个人
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三至五成。
子女教育和住房是职场妈妈最
主要的支出。

甘肃省兰州市 37岁的王思
诚告诉记者，她和爱人决定不生
二胎的原因很简单——教育成

本太高。
“孩子 5 岁多，报了 8 个兴

趣班，包括围棋、乐高、游泳等
等。仅兴趣班每年支出就要 6万
元左右。”王思诚说，他生在农
村，从小没上过兴趣班，也曾想
过不给孩子报班，“但别人都在
学，我们不学，总担心孩子被时
代抛弃了。”他和爱人达成共
识，一个孩子就“压力山大”，不
能再生了。

谁来帮看娃

生下孩子没人照看，是很
多年轻夫妻共同的焦虑。目前
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托育
机构供应明显不足。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我
国 0 至 3 岁婴幼儿入托率只有
5%左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
家。目前我国家庭的婴幼儿照
顾方式仍旧以父母和双方长辈
照顾为主。

北京市民李楠本来在某教
育机构上班，一开始选择请保姆
看孩子，但最终没能扛下来。“保

姆不断要求涨工资，一路涨到每
月 6000元。我反复考虑，辞退了
保姆，也辞掉了工作，全职带孩
子。”李楠无奈地说。

不少老人也无奈地为第三
代牺牲了清闲、独立的退休生
活。天津一家大型驾校教练说，
近年来招收的学生中不少是 60
多岁的爷爷、奶奶。“刚开始我也
纳闷，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
要学车？后来一问才知道，为接
送孙辈方便。”

生活在北京的李敏孩子才
一岁多，但已经开始想着学区问
题。她和丈夫想办法贷款、凑钱，
在西城区买下了一套学区房。

“买这套房子感觉‘要了我的老
命’，怎么还敢生二胎？”

在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
究所教授原新看来，不仅是城
市，目前我国农村也进入了低生
育意愿的时代。

湖南邵阳农村的刘瑞，生孩
子前辞掉城里打工的工作回老
家。“全家就只能靠我爱人务工
挣钱，怀孕、抚养孩子的过程中，
感觉经济压力很大。”

“农村夫妻生育意愿不断降
低有多重原因。”中国与全球化
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说，
一方面，大量年轻人离开农村到
城市工作，面临更大生活压力；
另一方面，传统的生育文化已经
改变，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观
念在淡化。

孩子重要
还是自己重要

在天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
作的王影，35 岁时成了新手妈
妈。她之所以选择晚育，很大一
部分原因是因为工作。“老公工
作调动频繁，我身边提前生娃或
者有二胎的女性晋升受影响严
重，所以我们商量好了晚育。”

直到两年前，考虑到身体原
因，王影才下定决心要孩子。即
便在工作中一直是女强人，但生
育后重返职场，王影的感受明显
不同。“年轻同事们冲劲十足，而
我三天两头孩子生病、老公出
差，精力真的没法完全放在工作
上。”王影说，为了工作，不敢考
虑二胎。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主治医师杨婷说：“生育
二孩，女性还会考虑带来的健康
风险。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生
育可能带来加速衰老、高血压、
育后血栓等并发疾病风险增
大。”

另外，如今生育成本的考量
已不再仅局限于经济因素，还包
括时间成本、社会成本。黄文政
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
位的不断提高，女性生育意愿不
断下降，生育时间不断推迟。

离生育友好型社会
还有多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
查，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
女数为 1.8，只要做好相应的支
持措施，实际存在的生育潜力就
能发挥出来。”宁吉喆说。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构筑
一个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社
会公共政策体系。”原新表示，应
建立与现行政策相适应的法律
体系，在优化生育政策和增强生
育政策包容性的过程中，对与新
生育政策相违背的内容进行修
订。

兰州大学县域经济发展研
究院执行院长毛锦凰认为，国家
应尽快完善幼儿阶段和学前阶
段教育制度，将学前教育纳入国
家义务教育，切实减轻家庭育儿
负担。同时，逐步完善二孩生育
补贴政策，从生育补贴、抚养补
贴、生育女性医疗补贴、延长法
定生育假期、收入补贴等方面统
筹完善。

“生育、生殖健康的技术服
务和宣传教育，也应该不断加
强，包括青春期教育、婚检、孕检
等。此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
该得到正确应用，让因各种原因
不能生育的人可以拥有孩子，同
时对非法代孕等行为严厉打
击。”原新说。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
二孩政策”，我国生育的人文环
境、舆论环境也在随之变化。原
新认为，当下，这些环境应该被
积极重塑，让整个社会尽快形成
生育友好型社会。（文中受访夫
妇均为化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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