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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张书旗、黄浩然

“现在就可以拿到准生证了吗？”谢小波不
太敢相信。

“马上打印，盖完章您就可以拿走了。”办事
员乐海燕微笑着说。

头一天，谢小波在手机客户端上预约办理
“二孩准生证”，第二天下午来到所在的湛郎桥
社区党群服务站，没想到前后大约一刻钟，现场
拿到了准生证。捧着似乎还带有打印机余温的
准生证，谢小波不禁想起前年给“老大”办准生
证时的情景——往返于社区和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三四趟，前后 20 天才办好。

刚刚，60 多岁的江先生老两口也快捷地通
过了“独生子女”年审。在他们印象中，以前办这
个事比较折腾——从家中去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年审，需要坐 4 站公交车，然后到大厅排长队。
如今，老两口溜达到离家 1000 米的社区党群服
务站，很快就把事办好了。

从 20 多天到一刻钟，从 4 站路到 1000 米，
社区服务效能极大提升，给群众生活带来了莫大
便利——这一切的变化，都得益于江西省宜春市
在袁州区试点开展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2017 年底，宜春市委调研发现，街道社区
原有的条块分割治理体系，很难适应城市发展
的需求。经过研究，决定选择袁州区开展试点，
率先探索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扁平
化”管理。

袁州区街道开启了“瘦身”之旅——街道党
政机关原有的 20 多个内设机构和下属事业单
位整合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
等 4 个办公室和行政综合服务中心，资源“下
沉”到社区，设立党群服务站为群众办事。

实行“扁平化”管理后，窗口前移，权限下
沉，不仅提高了办事效率，也增加了干部群众的
接触率。

在湛郎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偌大
的大厅只有 4 位工作人员。

“街道 40% 的干部下沉到社区了，街道便
民服务中心只保留基本的协调人员。”袁州区委
书记鲁旭东介绍，生育服务卡办理、大学生创业

贷款申请、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发放等 49 项原区、街道审核审批的公共服务
事项，27 项可直接在社区办结，其他 22 项事项
由社区干部代为办理，居民办事在家门口的社
区就能一次办好。

“瘦”街道、“壮”社区，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
革改变了下沉干部的服务理念提升了服务能
力，密切了干群关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动社会治
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
到基层，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

在秀江街道宜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挂
着“情系邻里，熟人宜阳”大字，中心呈现家一
样的温馨：一楼办事的居民，面前摆着一杯热
茶；二楼的“四点半”课堂，两位小学生静静地
做作业，等待家长来接……“治理重心下移，

更多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环境、服务条件大幅
度优化改善，社区对居民的服务也就能更精
准更精细更精心了。”宜阳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聂燕丽说。

“宜春 10 个县（市、区）全面开展街道社
区管理体制改革以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进一步提高。”宜春市委书记颜赣辉表示。

综合新华社南昌 12 月 5 日电

新华社沈阳 12 月 5 日
电（记者于也童）“ 15 岁的
我，长了一张 60 岁的脸，我
多 想 变 成 高 中 生 的 样
子”——写这话的是小凤（化
名），辽宁一名患有皮肤早衰
松弛症的女孩。为了这样一
封求助信，许多人正在行
动……隆冬时节，由早衰女
孩故事引发的涟漪，温暖着
整个沈城……

“我多想不再躲

避别人的目光”

家住辽宁省黑山县农村
的小凤（化名）是个特别的女
孩。初中毕业后，她就开始待
在家里，而没有选择继续读
高中。与一般同年龄爱玩爱
闹的少女不同，小凤的朋友
圈里几乎没有自拍照，更不
敢去人多的地方。这些，都因
为她有一张“特殊”的脸，今
年刚过 15 岁的她，长得却像
60 岁的老人。

“一岁多时，孩子就出现
皮肤松弛、下垂、褶皱增多，
全身皮肤都受到影响，伴随
年龄的增长，症状越来越
重。”小凤的父亲王洪德回
忆，医生说，孩子得的是皮肤
早衰松弛症，遗传自患有此
病的妈妈。

与小凤自小的体弱多病
相比，王洪德最担心的，还是
别人异样的眼光在孩子幼小
心灵里留下的阴影。

“上小学时，孩子就常被
新生们当成是‘学生家长’；
去不远的镇里，母女俩总会
引发人们的围观、议论。”王
洪德说，长到懂事时，孩子的
自闭、自卑还是不可避免地
出现了。她不爱出门、不敢来
到人群中。由于不敢去更远
的地方，半年前小凤辍学回
家，蜗居在熟悉的村庄里。

小凤是个安静乖巧的姑
娘。15 岁正是少女懂得爱美
的年龄，没有人的时候，她也
会涂上口红，然后鼓起腮帮，
端详镜子里暂时没有了皱纹
的自己。在家这半年，她常常
找出初中课本，把里面的习
题再做一遍。

由于没有朋友，父母下
地干活时，她就和家里代养
的鸽子为伴，喂食、说说话，
看它们飞向蓝天……

小时候，父母带小凤去
过很多医院，由于是罕见病，
目前还没有找到根治办法，只能通过整容来缓解病态面
容。但小凤一家以种地为生，日子本身就紧巴，小凤一直
把变美的梦想深深埋在心底。

一个偶然机会，小凤在网络上看到许多热心助人的
故事。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她给郭明义爱心团队写了一封
求助信。没想到，因为这封信，她的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愿她和我们一样年轻”

“郭伯伯，我多想回归正常人的生活，走在街上不再
躲避别人的目光，坐在教室不怕同学窃窃私语……这样
一天的到来，是我无数次梦见过的。”刚看到这封信时，郭
明义说自己久久不能放下。“病态容貌给小凤带来痛苦和
无奈，而要让孩子建立健康、阳光的性格，改变容貌是第
一步。”郭明义说，这是孩子对美好生活的最大向往，我们
为什么不伸把手？

沈阳城市学院和辽宁医药职业学院的大学生，是最
早动起来的爱心志愿者。

“十一”刚过，郭明义托人找到沈阳城市学院。几天
后，在老师带领下，沈阳城市学院的 6 名学生乘车 100 多
公里，来到辽宁省黑山县的农村。

“可能是经常碰到异样的目光，小凤最开始总是躲
避陌生人，对学生们总是有种胆怯。”当志愿者们真正
走进小凤生活，才读懂她的酸楚和感受。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加入进来。来自辽宁医药职业学院的另一组大学
生志愿者，想办法联系并陪小凤来到沈阳几家医院
就诊。

志愿者们慢慢成了小凤的朋友，小凤的性格越来越
开朗、笑容也越来越多。“她以前从不主动说话，现在性格
变化很大，好像对生活有了更多好奇和向往，有一次她还
通过微信问我们，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今年读大二的
杨颜慈说，“真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帮助她，让她变得‘年
轻’起来，拥有一个 15 岁花季少女的正常人生！”

“让我们为她点亮一束光”

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志愿者们还做了一件事。他们
为小凤拍摄了一支微纪录片。——《鸽子不会嫌我丑》。

这支讲述小凤生活的微纪录片和小凤的故事一起，
“点燃”了辽沈大地的冬天。许多人看到故事后，自发号召
起来，纷纷你 50、我 100 地捐款。短短几天就筹集了数万
元。很多人还在网上祝福，“梦想不可辜负，青春千金难
买”“愿你恢复容颜，享受青春”，希望鼓励小凤。

一场名为“圆梦爱心公益跑”的活动正在紧锣密鼓进
行，沈阳窗外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表示，要把报名费全
部捐出。公司负责人杨光说：“跑友们说，要用体育的方
式，告诉小凤——我们和你在一起！”

在全国拥有 400 家连锁店的朋朋修脚服务公司，不
但组织员工捐款，还把关于这件事的报道放在门店里，倡
导热心顾客为小凤捐款。公司负责人高广东说，“送人玫
瑰，手有余香”，希望能为这个女孩做些什么。

在沈阳市文安路一家社区养老中心，看到报道的老
年人们也为小凤慷慨解囊。“90 后”护理员张文静说，老
人们平时可节俭了，可是很多老人说，希望“帮这个女孩
一把”。

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者，郭明义也格外兴奋。“谁能
料到，一个人的梦想，竟能得到这么大的回应。”他说，希
望大家竭力点亮的一束束光，不仅改变小凤的容颜，也改
变她的人生，照亮她未来的路。

感冒发烧、头疼脑热，想去医院怕麻烦，但
又想获得一些治疗建议，很多人会选择在网上
搜索。

“合理饮食，适当户外活动，每天１０到１５
分钟最为合适。”“不要滥用抗生素，谨遵医
嘱。”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些看似专业，并冠
以某某医院某某医生头衔的回答有可能是非
专业人员以每条１．５元左右的报酬复制、粘
贴、编造的。专家表示，用药、治疗建议直接关
乎百姓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部分医疗信息网
站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
问题亟待整治。

小毛病自己查，医疗信息网站

靠谱吗？

“６个月宝宝嗓子有痰咳嗽怎么办？”上海
市民周小姐在某医疗信息网站搜索关键词“６
个月宝宝、咳嗽”，就看到这一问题及相关医生
回答。周小姐说，作为年轻妈妈，有些紧张，所以
格外小心。“碰到相关疑问，都会在网上搜索一
些建议，感觉有些还挺靠谱的。”

随着人们对自身和家人健康越来越关注，
加之生活节奏较快，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上医
疗信息网站寻求建议。上海市民胡先生说：“一
般一些感冒发烧的小毛病会在网上搜索，根据
建议买些非处方药。”

记者发现，多个医疗信息网站都宣称，相关
回答来自专业医生。某医疗信息网站首页显示，

“万名三级甲等临床医生在线为您解答”，另一
家网站首页则显示，“已有１４５５８８名医生加入”。

在某医疗信息网站，记者看到一个问题为
“脾脏增大４．３厘米，请问一下能治疗吗？”有４
名解答者认证为医生，包括医生照片、医院名
称、职务等信息。回答建议包括“您如果没有任
何症状的话，建议您定期复查就好”“建议你平
时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不要熬夜劳累，忌
烟酒”。

对于医疗信息网站带来的看似便利，一些
用户存有疑问。上海市民胡先生说：“有一些回
答错别字比较多，还有一些明显就是复制粘贴
的，感觉我也能在网上回答这些问题。”

既扮演患者又出演医生，部分

“专业回答”竟是批量复制

“医疗信息网站兼职，答案在网上找就行，
每天至少８０＋”，此类招聘兼职信息在网上较
为常见。这种“问答兼职”究竟是怎样的工作？

记者按照相关招聘信息，加入一个名为“养
生采集”的群，该群已有４００多名“兼职者”。群
主给记者发来一份测试题目，并称“网上搜搜相
关内容，把句子修改一下就行，只要经过原创检
测，就能兼职。”记者看到，这份测试试题要求测
试者以“怀孕产检”为主题，既要扮演患者，提出
问题，又要出演医生，给出举措建议，但对于“求
职者”没有任何资质审核。

记者编写问题“我今年３２岁，怀孕 4 个

月需要做哪些产检项目”，并以医生口吻回
答“需要做常规检查、唐筛”等信息，顺利通
过测验。随后，该群群主给记者发来一个链
接，并附有账号和密码。登录该平台后，兼职
者可以在平台领取题目，题目包括“畸胎瘤和
巧克力囊肿的区别”“卵巢巧克力囊肿是肿瘤
吗”“流感后身体虚弱怎么办”等问题。和测试
试题一样，也需要兼职者编造病人信息、医生
建议等。群主表示，经过审核后，编造的问答
就会出现在医疗信息网站上，按每条１．５元
支付报酬，每半个月结算一次。

“一条 1 . 5 元，多的时候一天能赚１５０
元。”该群一名兼职者对记者说，“少的时候一
天能编十几条，多的时候 100 多条。”据了解，
该兼职者是某高校社会学专业大二学生，没
有任何医学专业基础。

“把在网上搜索到的答案改一改，比如加
个‘了’‘的’，或者把‘和’改成‘以及’，把‘因
为’改成‘由于’就能通过原创度审核。”该群
另一名兼职者表示，“入坑”半个月后，他放弃
了这份兼职，“主要是觉得挺坑人的，问题答
案都是复制粘贴，也有的是瞎编乱造的。”

“主要是为了把平台流量做起来。”谈起
相关平台为何要编造问答信息，兼职群群主
说，通过已有问答信息引流，让患者来到该
平台，从而进一步引导患者使用平台的付费
咨询业务。在各个医疗信息网站和 ＡＰＰ，
记者看到，各家均开设有付费咨询业务，每
次咨询价格少则二三十元，多则一两百元。

健康无小事，医疗类平台应

承担审核责任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
保障研究室主任陈秋霖说，互联网医疗行业
发展对于缓解医疗资源稀缺、分布不均等具
有重要作用。但现实情况是，借助互联网技术
改造挂号、缴费等医疗流程辅助业务已较为
成熟，但涉及看病诊断等核心业务时，则往往
容易出现各种乱象。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赵
鹏表示，互联网时代，网民通过互联网这一更
为便捷的渠道获取医疗信息是一个趋势，但
医疗行业直接关乎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相
关监管举措应考虑到其服务的特殊性。

加强互联网医疗行业监管已成为全社会
共识。早在去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关于促
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其中提
道：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等第三方机构
应当确保提供服务人员的资质符合有关规定
要求，并对所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产生的数据应当全程留痕，
可查询、可追溯，满足行业监管需求。

除更给力的监管举措外，陈秋霖说，医疗
信息网站也应加强行业自律，切实担负起对
所发布信息的审核责任。

（记者杨有宗、何欣荣）
新华社上海１２月５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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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问诊，“专业回答”竟是“复制粘贴”

江西宜春——

街道“瘦”了社区“壮”了，百姓办事方便了
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拼版图片：上图：“瘦街道壮社区”后，秀江街道潭前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宽敞的办公场所。下图：“瘦街道壮社区”前，秀江街道潭前社区
简陋拥挤的办公场所。 （宜春市委宣传部供图）

新建小区养老设施要与住宅“三同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记者王立彬）今

后新建城区及新建居住小区，要按国家标准规
范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司长郑凌
志 5 日在此间介绍《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规划
和用地保障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时
说，围绕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目
的是从国土空间规划、充分保障用地等方面，完

善支持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体系，保障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有效供给，积极促进养老服务
发展。

据介绍，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强化国土空
间规划统筹协调作用，落实“多规合一”，在编
制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时，根据本地区人
口结构、老龄化发展趋势，因地制宜提出养老
服务设施用地的规模、标准和布局原则。老龄
人口占比较高和老龄化趋势较快的地区，应
适当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比例。新建城区

和新建居住（小）区要按照相应国家标准规
范，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已建成城区养老服
务设施不足的，应结合城市功能优化和有机
更新等统筹规划，支持盘活利用存量资源改
造为养老服务设施，保证老年人就近养老
需求。

指导意见的一大看点是支持利用集体建
设用地发展养老服务设施，明确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可依法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建

设用地自办或以建设用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
方式与其他单位和个人共同举办养老服务设
施。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依法
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有权人可以按
照有关规定依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养
老服务机构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双方签订
书面合同，约定土地使用的权利义务关系。指
导意见鼓励盘活利用乡村闲置校舍、厂房等建
设敬老院、老年活动中心等乡村养老服务
设施。

（上接 1 版）从大连到成都，从西安到武
汉，中国广袤土地上，外商投资企业或设立地
区总部，或大手笔投资，呈现愈加活跃态势。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 10 个月，我国吸引外资同
比增长 6 . 6%，其中，投资 5000 万美元以上的
大项目达 1300 多个，增长 5 . 4%。

当好“服务员”，让外资留得

住、过得好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能吸引更多

外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中国吸引外资
主要靠优惠政策，现在要更多靠改善投资环境。

“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和成效，远超我
的预期。”秋山佳信告诉记者，原本他以为，中国
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主要“面向正在考虑来华
投资的人”，没想到对于深耕中国十多年的加特
可，这些政策也都适用。

“更没想到的是，政府部门人员现在越来越
多主动上门服务。”他说，这些服务不能简单地
以帮助企业节省多少成本来量化。“更重要的
是，这让我们很舒心。”

世界银行最新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显
示，继去年一次性跃升 32 位后，今年中国
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再次提升 1 5 名至第
31 位。

“中国在多项营商环境指标上取得了
令人赞许的进步。”世行中国局局长芮泽由
衷点赞，中国为改善营商环境付出巨大努
力，保持了积极的改革步伐。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年度世行报告，以每

个经济体中两个样本城市作为评估对象，在
中国，这两个城市是北京和上海。不过，中国

优化营商环境的覆盖面，远远不止于京沪。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2020 年 1 月 1

日，两部法律法规将正式施行，即外商投资法
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记者在多个调研场
合，感受到外资企业对这两部法律法规倍加
期待。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永远在路上。有理
由相信，一个持续扩大开放的中国，一个持
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
设的中国，将与世界携手同行，共同创造美
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

▲拼版图片：上图：小学生在秀江街道宜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四点半”课堂做作业。下图：党群服务中心给一位办事居民捧上热
茶（11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谢锐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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