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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沉稳的男士衬衫，款式新颖的女士假领和外套
以及色彩明艳、充满童趣的儿童上衣……当前正逢毕业
季、旅游季和暑假，各地政务服务中心迎来了申办二代
身份证和办理出入境证件高峰期。为了让群众“最多跑
一次”，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四川成都等地上线了贴心

“衣帽间”服务，解决了广大群众拍证件照时“穿衣打扮”
的困扰。（见7月14日《光明日报》）

政务中心为办证群众提供免费服装选择，这看似小
事，却大大提升群众的办事体验。对于许多人来说，挑
选合适的服装是拍照前的一大烦恼，既要考虑颜色、样
式是否与自己的特点相协调，又要符合拍证件照的要
求。政务中心的“衣帽间”直接为群众提供更多可选项，
积极回应了这一现实需求。

小小“衣帽间”，抓住了群众的“关键小事”，折射了
基层职能部门工作作风的转变。过去，一些政务部门或
窗口对群众个性化需求的关注不足，以身份证照片为
例，网友纷纷吐槽自己的照片“丑哭了”。而一些地方政

务部门或窗口推出的“衣帽间”“多次拍照、精心选取”等
服务，则是从群众角度出发，积极主动想办法、出实招，
让民生关切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群众利益无小事。为群众提供穿衣搭配服务，或许
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对于办事民众而言，小诉求被看见、
被满足，显然是一种细微真切的获得感。

两面镜子、几件衣服，这些实实在在的接地气措施，
为办好民生实事提供了有益启示。比如，垃圾分类、物
业管理等小事汇聚起来，对一座城市而言，则是需要积
极处理的民生大问题。从公共治理层面看，再细微的诉
求也对应着某些现实痛点，推动社会精细化治理应该也
必须面对这些小事。从这一意义上说，有关部门一方面
要从思想上意识到“小即是大”——普通公众关心的“关
键小事”往往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切
面，另一方面要在行动上做细做实，让以人为本的底色
更亮，让难题“有解”更“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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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中心“衣帽间”何以赢得点赞？

近日，“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等话题引发
广泛关注，随着无人驾驶网约车的逐步推广，关于无人
驾驶的争论也在不断展开。

正如过去每一次的技术变革，无人驾驶同样没能
脱离质疑与支持的双重轨道。有人指出，无人驾驶是
科技进步，更是历史潮流，也有人指出，无人驾驶风险
较多，还抢司机饭碗。

目前人们对于无人驾驶的担忧，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抢司机饭碗的问题，二是公共安全的问题。从抢
司机饭碗层面来看，新产业对旧产业的挤压确实无法
避免，正如当初网约车挤压出租车一般。然而短期来
看，无人驾驶受限较多，尚且无法形成商业闭环。长期
来看，新产业能够带来新就业，未必就是我进你退的单
一局面。当然，如何规避新业态“野蛮生长”，先稳就业
再换产业，依旧是最为关键的一点。

从公共安全层面来看，无人驾驶与有人驾驶各
有利弊。无人驾驶以程序运行为主，具有稳定有序
的优点，有人驾驶则以个人判断为主，具有机动灵活
的优点，二者的优点也正好是对方的缺点。非要说

哪个更胜一筹，还是需要结合具体情景才能进行判
断。

在武汉地区，已经上路测试的无人驾驶网约车萝
卜快跑，由于在处理特殊情况时比较“死板”，有时甚至
造成交通拥堵，因此被人们称作“苕萝卜”，也就是傻萝
卜的意思。这不禁让人想起，数百年前世界上第一艘
轮船“克莱蒙特号”下水时，同样是在众多故障中摇摇
晃晃前进，围观的群众嘲笑它为“富尔顿的蠢物”，准备
看这个庞然大物沉入水底的笑话。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技术的变革同样如此。归
根结底，新事物必然取代旧事物，这个规律是不可避免
的。过去的轮船是如此，现在的无人驾驶也是如此，只
不过仍然需要时间去逐步实现。

未来已来，与其争论无人驾驶该不该上路，不如讨
论无人驾驶该如何上路，又该如何与有人驾驶相互补
充完善。说到底，无人驾驶只是一门技术，关键还在于
人们怎么使用。有人驾驶也好，无人驾驶也罢，始终离
不开一个“人”字。

陈奇 来源：红网

让“无人驾驶”之争驶入正轨

“我家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学习不好，一说起上学
就浑身不舒服”“做作业拖拖拉拉，做事心不在焉，有时
一分钟只能写5个字，写出来的笔画也都是乱的”……
今年6月起，随着高考中考和暑假陆续到来，河南省儿
童医院保健科学习困难门诊外，日常围满了前来就诊
的孩子和家长。他们手中拿着厚厚的诊断资料，在候
诊室外来回踱步。（7月15日《工人日报》）

不少地方的不少医院都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旨
在通过多方面检查评估，寻找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
因、并针对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障碍等进行诊断
评估、干预指导、家长教育及药物治疗综合干预。可以
说学习困难是一个涉及多因素、多维度的复杂问题，影
响学习困难的疾病也并非一种，如：言语发育障碍性疾
病、神经系统发育缺陷、阅读困难、多动症、心理问题等
病理性原因，也有各种情绪和精神心理障碍、家庭环
境、家庭养育方式和环境非病理性原因，如：家长要求
太高、过于焦虑，也会让孩子感到落差。对病理性的学
习困难，医生可以给出药物或行为治疗方案，但是对于

非病理性的医生也只能给出一些建议，能否落到实处
取决于家长和孩子。需要指出的是药物治疗并不是万
能的，需要家长和孩子积极配合，和睦的家庭关系、轻
松的家庭氛围也是治疗的重要一环。

学习好坏除了学习困难造成外，还受学习态度、学
习技能、家庭环境等诸多因素制约。令人遗憾的是，大
部分家长都缺乏相应的医学、心理学知识，孩子出现学
习困难，只会急火攻心，甚至因为气急败坏而横加指
责，让孩子对学习心生排斥。不得不说的是有的家长
抱着尽快提高学习成绩想法带孩子看学习门诊，如果
孩子存在学习困难的因素，治疗也需要一段时间，学习
成绩也不会立竿见影地提高；如果不存在学习困难方
面的因素，医生只能从家庭教育、亲子关系方面给出建
议，家庭环境、家长教育方式、孩子学习方法等在没有
外力的情况下都难以改变。学习门诊只是减少学习的
不利因素，不仅治不了家长想要孩子迅速提高成绩的
焦虑，也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学习问题，更不是迅速提
高成绩的灵丹妙药和神器。 李方向 来源：扬子晚报

学习困难门诊，不是提分的灵丹妙药！

学习门诊只是减少

学习的不利因素，不仅

治不了家长想要孩子迅

速提高成绩的焦虑，也

不能一次性解决所有学

习问题，更不是迅速提

高成绩的灵丹妙药和神

器。

观点
扫描

群 众 利 益 无 小

事。为群众提供穿衣

搭配服务，或许算不

上什么大事，但对于

办事民众而言，小诉

求被看见、被满足，显

然是一种细微真切的

获得感。

与其争论无人驾驶

该不该上路，不如讨论

无人驾驶该如何上路，

又该如何与有人驾驶相

互补充完善。说到底，

无人驾驶只是一门技

术，关键还在于人们怎

么使用。有人驾驶也

好，无人驾驶也罢，始终

离不开一个“人”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