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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清单是为基层减负的有力举措。然而，也有基
层干部反映，权责清单要防止“舍不得”与“巴不得”两种
倾向。

“舍不得”，是说一些涉及自身利益、“含金量”高的
权力，有的部门“舍不得”下放。他们嘴上说怕基层接不
住、干不好，其实是舍不得随权力下放的那些“好处”，有
些事项还希望自己签字、盖章，把权力抓在手里。

“巴不得”，是说一些投入多、风险大、办理难的事
项，有的部门“巴不得”下放。他们往往以“属地管理”之
名行“责任转嫁”之实，把一些“烫手山芋”推给基层，乐
当“甩手掌柜”。

从根本上说，“舍不得”与“巴不得”都是不正确的政
绩观和部门本位主义在作祟。有的部门只盯着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想问题、做决策、做事情，更多考虑的是
如何于己有利。这种“打小算盘”的观念和做法，影响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落地落实，影响基层干部群众对“减负”
红利的充分享受。特别是以“巴不得”为出发点制定的
权责清单，容易进一步加重基层负担。

鉴于此，制定权责清单亟须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实
事求是。为基层减负，关键是让基层干部放下包袱、轻

装上阵，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为群众办实事，让群
众更满意。各地各部门要胸怀“国之大者”，识大体、顾
大局、算大账。今年8月，中办、国办印发《整治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责权一致、责
能一致”。各地各部门应深入调研基层的需求是什么、
承接能力如何，哪些事项由谁负责更能实现治理效能最
大化，自觉从全局出发、从实际出发，能下放的就下放、
该担起来的就担起来、需协同的就协同。

如今，为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实效，有的地方
不仅有权责清单，还有“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强化

“协同办”“一起干”。一名乡镇干部讲过一件事。村口
路边有三四百吨建筑垃圾，影响环境还阻碍出行。他到
现场确认情况后，立即联系责任单位——区综合执法
队。不到一周时间，问题就解决了。他说：“以前，乡镇
没职权，村民有意见，干部干着急。现在我们吹哨，部门
报到，齐心协力干，效能明显提升了。”

树牢大局观，念好“实”字诀，科学划定“责任田”，这
样的清单才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给基层干部群众
带来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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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不得”与“巴不得”都要不得

为进一步深化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
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
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11月24
日新华社）

算法，听起来好像离公众的生活有点远，但在网络空
间中，它其实无处不在。打开购物软件，首页推荐的商品刚
好戳中你的审美；登录论坛，相关话题总能引起你的共鸣；
想要去某地旅行，App马上为你推送当地酒店攻略……

面对这些司空见惯的大数据推送，一些人认为这是
数智赋能带来的“贴心”服务，常用“大数据最懂我”进行
调侃。但若是这种“懂”的背后，存在着利益关联，如此

“贴心”不免令人心寒。
事实上，随着算法机制的不断升级，其给人类生活

带来的负面影响着实不小。当前已有研究表明，视频平
台的推荐算法会在内容推荐上更倾向于娱乐化内容，从
而压缩了公众获取新闻资讯的空间，而这或许只是“信
息茧房”的冰山一角。根据对用户画像的深入侧写，算

法对不同性别、年龄、生活背景的用户的信息推荐各不
相同。当我们以为是在广阔的互联网海域中畅游时，很
有可能是在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中打转儿。

与此同时，大数据“杀熟”更是让人防不胜防——明
明是某平台的忠实用户，却要在消费时比其他人多交一
点“感情费”，不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损，也直接影响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如今，“专项行动”的推出，精准聚焦于几大核心议
题，如同质化推送营造“信息茧房”、违规操纵干预榜单
炒作热点、盲目追求利益侵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利用算法实施大数据“杀熟”等，其根本目的是规制算法
对个人数据的无限窃取和使用，引导算法向善，构筑更
加坚固的算法安全防线。可以说，此举不仅是对群众关
切的回应，也是对网络文明建设的坚定守护。必须认识
到，算法本身只是一种技术工具，其正面或负面效应，全
然取决于使用者的操作意图。“专项行动”瞄准突出问
题，剑指企业进行对照整改，既是对合规经营的善意提
醒，也是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严厉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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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向善，大数据才能更贴心

“花 2500 多元买了台电视机，下单时特意多花 150
元买了送装一体服务，没想到安装师傅上门后，说还要
再给100元。”据11月22日《工人日报》报道，不少消费者
购买了包安装服务后还会在安装师傅上门时被二次收
费。其中有商家包安装是只包基础不包特殊、包工不包
料的原因，也有平台抽成太高、安装师傅多收费的因素。

近几年，家电安装“刺客”频频见诸新闻报道，何以
至此？对于家电卖家来说，将安装、维修等售后服务外包
比自建售后服务站更划算，因而，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销
售渠道，家电销售与售后经常是分开的。不少家电卖场
号称“免费安装”，其实是为了吸引眼球、增加竞争筹码，
对免费的限制条件或额外收费却只字不提；在网络平台，
很多商家对安装需要支付的费用标注也十分隐晦。

在外包模式之下，家电企业要将安装费、服务费划
拨给第三方服务商。为保障服务商的经济利益，一些家
电企业在“免费安装”的幌子下，允许服务商暗中开展

“增值服务”，如收取上门费、材料费、高空作业费等，并

对安装公司的销售误导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早就明确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
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宣传。以免费安装为噱头收割消费者，涉嫌构成虚假宣
传，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

治理家电“安装刺客”需要内外发力。一方面，家电
企业应打破重销售、轻售后的发展思路，重视品牌建
设。如果售后服务质量难以保证，会损害品牌形象与长
远利益。倘若一家企业运营一个服务站有成本压力，可
考虑多个品牌共建共享一个站点，以实现分摊成本、提
质增效。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完善家电售后服务标准
体系建设。要求商家对收费项目明码标价，禁止混合标
价或捆绑搭售；还应引导家电安装服务平台设置透明合
理的抽成制度。此外，要以问题为导向，拉出商家的负
面行为清单，引导市场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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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家电安装费成为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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