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冬 以 来 ，
西藏拉萨河上的
黑 颈 鹤 、 斑 头
雁、 赤麻鸭和野
鸭等鸟类日益增
多， 这里成了鸟
儿欢聚的乐园 。
图为斑头雁飞过
拉萨河河面。

新华社发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新闻06【国内】

“僵尸网站”未走远，“僵尸APP”又来了
———“手机上的政绩工程”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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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屡屡出现的 “僵尸”
电子政务平台 ， 专家认为 ，
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和形式
主义， 必须坚决整治。

“要根据不同政府部门的
权限 ， 对各类平台进行合理
划分 ， 该整合的整合 ， 该协
调的协调 ， 该取消的取消 。”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
管理学院副教授任勇说。

“一些地方政府对老百姓
信息需求掌握不到位 ， 不能
满足公众个性化 、 具体化的
需求。”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黄其松分析。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类延村提
出，政府应依据浏览量 、点击
率、实用性、认可度等指标，由
网信部门牵头和第三方参与

的形式开展评价和清理。
受访专家说 ： “政府部

门不能只看下载量、 关注数、
阅读量 ， 而是要引入市场竞
争机制 、 民意监督机制 ， 从
‘给领导看’ 转变为 ‘给群众
用’， 真正把电子政务平台办
成百姓喜闻乐见的沟通和办
事渠道。”

据新华社

最近几年， 随着交通设施的
不断改善， 大山里的人们陆陆续
续推倒木瓦房， 开始建楼房。 蒙
桂荣也结束了在外打工的日子，
返乡帮村里人建房， 收入比在外
打工还要高。

广西集 “老、 少、 边、 山、
穷” 于一体， 是全国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之一， 大部分贫困人口生
活在石漠化大石山区， 生存条件
恶劣， 生态环境脆弱， 自然灾害
多发， 自我发展能力弱， 是脱贫
工作难啃的 “硬骨头”。 为斩断
“穷根”， 广西通过大力推进易地
扶贫搬迁、 产业扶贫等举措， 全

力攻坚克难 ， 确保深度贫困地
区、 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

在大山深处脱贫攻坚最前
线， 5000名贫困村 “第一书记”、
3万多名驻村工作队员 、 46.9万
名帮扶干部带领困难群众修路引
水、 改造危房、 发展教育、 推动
产业， 用艰苦奋斗谱写着脱贫的

壮歌。
据统计 ， 2016年广西有111

万贫困人口脱贫， 实现943个贫
困村、 4个贫困县摘帽。 贫困人
口数量已从2010年的1012万减少
到目前的363.8万 。 图为在广西
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勇村，
41岁的蒙桂荣在修建自家水柜。

据新华社

新时代， 新面孔 ———广西脱贫影像纪实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2月25日联
合出台 《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
计划实施方案》， 在对口支援机
制下每年从北京、 天津等内地学
校选派一批优秀教师赴西藏和新
疆支教。 2018年首批将向西藏、
新疆、 兵团援派教师4000人， 其
中北京的选派名额为185人 （西
藏15人， 新疆155人， 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15人）。

据了解， 支教老师的来源原
则上以对口援藏援疆省市学校为
主体， 以理科教师为主， 兼顾其
他学科； 以中学教师为主， 兼顾
小学学段。 每10-20名教师组成
1个工作小组， 鼓励组团支援1所
学校。 援藏援疆的专任教师主要
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
组织教研活动， 开展业务培训和
教学指导， 带动受援学校整体提
升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理能
力； 教育管理人员主要从事学校
管理工作， 推动受援学校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和管理水平。

根据方案规定， 原则上从内

地教育教学管理水平较高的中小
学校选派援藏援疆教师， 以有效
满足受援地急需紧缺的教师需
求。 选派数量较多或选派有困难
的省市， 可以选派新任教师、 退
休教师、 采取政府向市场购买服
务的方式选派教师， 或出资支持
受援地招聘教师。 各单位不得从
分流或下岗对象中选派援藏援疆
教师。

援藏教师年龄一般在45周岁
以下， 身体健康， 能适应高原工
作环境； 援疆教师年龄不限。 支
教教师进藏进疆前， 由派出省份
统一组织针对性体检。 每批教师
在藏在疆时间一般为1年半左右，
支教学校范围为县城或中心乡镇
建有周转宿舍的学校 。 受援地
区、 单位要在支教学校为支教教
师配备必要的交通、 生活设施，
一般不安排援藏教师到海拔4000
米以上的学校支教。

选派教师在藏在疆工作期
间， 由派出单位与西藏、 新疆共
同管理 ， 在薪酬待遇 、 职称评
审、 考核评定等方面按照援藏援
疆干部和人才政策同等对待。

登录某政务ＡＰＰ， 界面一片
空白； 浏览某政务微信、 微博认
证账号， 早已停止更新……

今年５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
案》，明确治理“僵尸网站”“僵尸
ＡＰＰ”等的时间表，要求在１０月底
前基本完成清理工作。 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政府“僵尸网站”未走
远，“僵尸ＡＰＰ”又来了。

在电子政务迅速发展的背景
下， 部分政务平台搭建起来却没
有真正使用好， 少数地方政府和
部门甚至以行政摊派 、 强行推
广、 篡改数据等手段， 打造 “手
机上的政绩工程”。

政务平台本是向群众宣传政
策、沟通民情、提供服务的有效渠
道，但一些地方在前期耗费财力、
人力大搞开发， 后期却疏于管理
和维护，导致运营不善。

记者在手机应用上输入 “云
上”搜索，立刻出现大量政务客户
端，但很多都显示“少于１万次安
装”。有网友留言批评：“信息量太
少”“页面根本打不开，闪退！”

以贵州某县２０１５年４月上线
的党政客户端为例，其简介为“为
您提供权威、准确、及时的新闻资
讯，同时还具有网上办事、生活资
讯等强大的便民服务功能”。

然而，记者安装后发现，里面
除了一张风景图片外， 没有任何
内容。与此相似，该县扶贫办的微
信账号，从９月后就再无更新。

“很多这类客户端很多都是
‘僵尸端’，想想前期的巨大投入，
实在让人心疼。”说起目前正在管

理的一堆端口， 曾为某省多个政
府部门开发网站和客户端的一位
工作人员连连摇头。

与政务微博和微信相比，政
务ＡＰＰ往往耗资不菲。《中国电子
政务发展报告（２０１７）》称，国内使
用安卓操作系统的手机大概有
５０００多种，苹果的ＩＯＳ系统也有不
同版本和大小屏幕问题， 再加上
人力成本上升、 政务服务和安全
性能要求较高 ， 这就导致政务
ＡＰＰ开发成本较高。

“一部分已经不更新了，但协
议期内还需要人工运营。” 一位
ＡＰＰ开发工作人员说， 该公司总
共开发５７个政府网站和６３个政务
客户端， 收费从几千到几十万元
不等。

“有时候我在后台一看，客户
端上一篇文章就两三个阅读量，
还是供稿人自己点的。”他说，“做
成这个样子，实在令人无奈。”

记者调查发现 ， 一些明
明不具备实用功能的政务平
台 ， 推广起来却可谓千方百
计， “妙招” 频出。

———绑 定 服 务 “ 硬 推
广”。 江苏某开发区干部对记
者表示 ， 一些部门以方便群
众办事为名推ＡＰＰ、 微信公
号 。 在群众前来办证时 ， 干
部 要 求 办 事 群 众 先 下 载 或
关注， 有的还要注册绑定手
机号 ， 然后才能办理相关事
项 。 而实际上 ， 群众到这类
部门最多也就办一两次证 ，
一些政务端口用户体验不好，

人 们 用 过 一 次 后 就 卸 载 和
“取关”。

———行 政 摊 派 “ 强 推
广”。 “今年以来， 通过我们
或者向我们推广的政务ＡＰＰ和
公众号差不多就有２０来个 。”
一位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说 ，
“有政府部门建的， 也有地方
搞的 ， 还有的是为某个单项
活动设置的。”

江苏省一位社区干部说：
“最近上面压下来两个ＡＰＰ，
一个明确要求完成１６０条的下
载任务， 一个要求完成３００条
的下载任务 ， 完不成年底评

优就要受影响 。 经常是一边
卸载， 一边再安装。”

———后 台 篡 改 “ 巧 推
广”。 一些基层干部透露， 为
了数据上好看 ， 一些地方花
钱购买下载量 、 阅读量 、 关
注量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有 的 基 层 干 部 直 言 ：
“不管浏览量多少 ， 领导能
看 到 就 行 。” 贵州一位业内
人士介绍 ， 下载量 、 浏览量
可以做很多手脚。 “以前 点
一 下 ， 后 台 就 统 计 成 ２００ 。
后来不那么夸张 ， 按一次就
是５０。”

2018年首批向西藏新疆援派教师4000人

前期 “烧钱” 开发， 后期运营懈怠

推广平台有 “妙招”， 领导满意就能行

政务平台关键要让群众看

拉萨河上
鸟尽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