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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不只是北京，记者注
意到，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

“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
等问题，各地都在推进政务服务改
革，探索出“最多跑一次”“马上办网
上办一次办”“一门式一网式”“‘不
打烊’网上政府”等措施办法。

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建立政务服务“好差评”
制度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的意

见》，由企业和群众来评判政务
服务绩效。2020 年末，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两项国家标准，即

《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政务
服务“一次一评”“一事一评”工
作规范》，政务服务“好差评”有
了统一的方向指引和工作规范。

此外，针对政务服务办事效
率、办事水平等，各地也在探索
不同做法。如深圳市推出政务

服务“秒报秒批一体化”模式，浙
江省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江苏省推出“不见面审批服务”，
天津市最新上线“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服务等等。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还印发
《关于扩大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范围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的意
见》，加快实现同一事项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据中国新闻网

北京政务服务禁用语拟入规范
专家：“脸好看”还得“事好办”网友：建议全国推广

“我不是说过了吗”“找领导去，我管不着”“你看不懂汉字
吗！”……近日，北京市地方标准《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能力
规范》公开征求意见(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其中的政务服务
禁用语引起热议，有网友建议在全国推广。

专家表示，征求意见稿划定了“负面”清单，使得一些不作
为或乱作为的方式退出政务服务的舞台。此外，有些个别窗
口还存在“脸好看、事不好办”的情况。专家建议，应推动政务
服务办事程序更加规范化和法治化。

记者注意到，在征求意见稿
中，专门列出了政务服务综合窗
口人员的禁忌行为及用语。

禁忌用语包括“我不知道，
你去问xxx；不行；不清楚；急什
么，没看我正忙着吗！怎么不说
清楚；我不是说过了吗？找领导
去，我管不着；快点，我下班了；
有牌子，自己看清楚了再来；你
看不懂汉字吗！”以及其他有损
窗口形象的用语。

禁忌行为则包括“工作时间
大声喧哗、嬉闹，脱岗、离岗、串
岗、空岗、扎堆聊天等；与服务对
象发生争吵，出现纷争时未及时
反映等；单手指指人和物，倚靠、
抱胸、叉腰、托腮、趴卧以及手势

幅度过大，捋头发、玩手指等小
动作；接递文件资料时出现丢、
扔、抛、甩等行为”，等等。

除此之外，征求意见稿还对
政务服务综合窗口人员作出首问
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容缺
受理、告知承诺、亮明身份等要求。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应对综
合窗口人员的政务服务全过程
进行实时监督，监督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公众参与政务服务“好
差评”、现场巡查、服务对象监
督、满意度调查、电子监察。此
外，还通过“表扬台”“曝光台”等
形式反馈监督情况，以及进行综
合考核，考核结果用于综合窗口
人员绩效工资评定，等等。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随即在
网上引起热议。有网友表示，建
议全国推广。也有网友认为，重
要的是服务意识，言语还是小事。

其实，今年初正式实施的北
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现场运行和
管理规范》，就首次对窗口人员
仪容仪表、行为举止、服务用语
等进行了统一规定。

其中提到，服务过程中，应使
用“先生、女士”等尊称和“请、您
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敬语；禁
止使用“我不知道，你去问xxx”

“我不是说过了吗”“有牌子，自己
看清楚了再来”等不文明用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
所科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孙南
翔对记者表示，北京的征求意见
稿体现了相关政府部门对政务服
务规范化、标准化和法制化工作
的追求。一方面，它为其政务服
务划定了“负面”清单，使得一些
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方式退出政务
服务的舞台。另一方面，它也有
利于政务服务的工作者进一步增
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满足群众
对于更好的政务服务的期待。

“实际上，这个征求意见稿
也是解决政务服务中存在的‘脸
不好看、事不好办’的痛点和难

点。但除此之外，我们发现，有
些个别的政务服务窗口还存在

‘脸好看、事不好办’的情况。”孙
南翔说，这些问题也需要改善，
一方面要改进政务服务存在的
不积极作为态度，另一方面，还
需要解决一些政府部门政务服
务效率低下、拖延等情况。

孙南翔建议，一方面可以引
入数字化等新技术，来解决政务
服务诉求回应不及时等难点。
另一方面，还应着力推动政务服
务的办事程序更加规范化和法
治化，以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
为标准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

北京市拟出台规范 这些政务服务用语不能说

多地探索政务服务新模式

专家：“脸好看”，还得“事好办”

据新华社成都10月 11日电 憨态
可掬的“国宝”大熊猫，深受世界人民喜
爱。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主任段兆
刚 11 日告诉记者，十年来，大熊猫人工
繁育等技术快速发展，目前全球圈养大
熊猫种群数量达到 673 只，较十年前增
长近一倍。

段兆刚介绍说，我国大熊猫野生种
群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114 只增长到
1864只，受保护的大熊猫栖息地面积大
幅增长。同时，全力开展圈养大熊猫种
群繁育攻关，圈养繁殖大熊猫数量和质
量实现较快发展。

作为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国家队”，中
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攻克大熊猫人
工繁育“三难”的基础上，率先制定大熊猫
人工授精技术标准，并开展“爱心饲养”，
落实谱系管理，实行优生优育，推动实现

人工繁育种群快速健康发展。在此基础
上，中心搭建了全球最大、合作最广泛的
大熊猫国际国内合作交流平台，国际合作
的国家和地区增加至16个，帮助境外大
熊猫繁育成活21只大熊猫幼仔。“大熊猫
保护事业的发展，背后是生态保护理念的
进步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段兆刚说。

十年来，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成功探索建立了一套大熊猫野化培训、
放归、监测技术，共野化放归人工繁育大
熊猫10只，存活9只，为实现人工繁育大
熊猫在自然栖息地生存和复壮野外濒危
小种群打下坚实基础。

为留存小种群遗传资源、丰富野化放
归技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还率先
开展野外引种研究，先后将6只野外救护
和人工繁育雌性大熊猫放归野外引种，到
目前为止成功繁殖10只，存活8只。

十年增长近一倍
全球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673只

（一）管网水七项指标检测结果（2022年9月30日汇总报告）

以上公示数据由国家城市供水水质监测网兰州监测站检测并提供。

兰州城市供水（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9月）供水水质公示

计量单位
mg/L
mg/L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限值
0.01
0.3

检测结果项 目
苯

石油类（总量）
<0.0010
<0.01

（二）出厂水增加的水质非常规指标及参考指标的检测结果（2022年9月30日汇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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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了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领医药）申报的 I 类创新药多格列艾
汀片（商品名：华堂宁）上市。这是全球第
一款获批上市的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药
物，用于治疗成人Ⅱ型糖尿病。它能重塑
人体血糖稳态，具有从源头上实现糖尿病
缓解的潜力。

此次获批的多格列艾汀作用于胰岛、
肠道内分泌细胞以及肝脏等葡萄糖储存
与输出器官中的葡萄糖激酶靶点，改善Ⅱ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稳态失调。该药品的
上市为Ⅱ型糖尿病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
选择。

多格列艾汀片从临床前试验到Ⅰ期、
Ⅱ期、Ⅲ期临床试验再到上市，整个过程
都由中国科学家、临床专家和中国企业主
导完成。

华领医药在坚持做全球原创新药的
过程中，“联合”的研发模式绽放异彩：利
用上海药物所的实验室来做技术研究，药
明康德公司的实验室进行产品开放，委托
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药物
研制过程中的动物实验、细胞实验、生物
测试、产品生产诸多问题迎刃而解。

从 2012 年在张江启动研发项目到
2022年获批上市，多格列艾汀片见证了上
海创新药研发环境的十年变迁。

据介绍，浦东在MAH制度、医疗器械
注册人制度、便捷通关审批、知识产权服
务等“放管服”领域做出的试点，推动了张
江生物医药产业环境向药品生产和商业
运行发展，《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张江生
物医药创新高地建设规定》的出台则为张
江生物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法治保障。 据《科技日报》

全球首创糖尿病新药获批上市
具有从源头上缓解病情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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