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厕所、大民生
区城管局坚持“疏

堵结合，管罚并举”的
原则，有效缓解停车
难，停车乱的问题。新
增停车泊位，充分挖掘
停车资源，围绕学校、
小区周边和其他公共
区域施划停车泊位，今
年以来，新增机动车泊
位 5692 个、非机动车
2358处。推进错时停
车，今年全区共创建14
个停车错时共享点位，
盘活停车资源近1000
个泊位。同时在经开
区惠奥路、堰桥街道天
石路试点夜间临时停

车，有效缓解周边市民
停车难的问题。

下阶段，惠山城管
将围绕打造“最干净城
市”和“五地四创”发展目
标，大力推进城管领域

“为民办实事”项目，突出
城市管理在保障和改
善民生方面的重要作
用，将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与解决好群众的烦
心事、揪心事结合起
来，用具体实在的“微实
事”让市民群众感受看
得见摸得着的“微幸
福”，聚力打造“强富美
高”新惠山。（惠山城管）

惠山区城管局围绕“美丽惠
山”建设目标，为解决背街小巷
环境差、秩序乱、行路难问题，区
城管局严把“五关”,开展30条
背街小巷“建设+管理”全方位、
立体式的综合治理，截至目前，
19条背街小巷已完成整改，11
条背街小巷施工中。

把好“摸底关”，惠山区城管
局充分听取群众诉求，聚焦民声
民意，选取适合整治的背街小
巷，力求通过背街小巷整治，最
大限度提升周边居民的幸福感。

把好“设计关”，该局按照
“一街一景观、一巷一特色”标
准，邀请专业的设计单位对确
定整治的路段进行方案设计，

力求出精品，打造特色路段。
把好“建设关”，该局实行了背
街小巷整治分类实施的规范性
标准，做到了数量与质量的双
轨提升。

把好“验收关”，区城管局分
阶段考核，按步骤积分，并通过
惠山城管简报以“红黑榜”的形
式对整治进度和成效进行通报。

把好“长效关”，该局大力推
行“巷长制”实施挂牌管理，接受
群众监督，把管理责任落到末
端；与沿街商户签约市容环卫
责任书，提高群众参与管理的
自觉性；利用数字管理平台定
期对背街小巷实施专项采集，
督促属地及时整改闭环问题。

惠山城管：学史力行，关键
在于实干为民。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无锡市惠山区城
管局聚焦“如厕难”
“街巷差”等问题，补
齐城市民生短板。

惠山区城管局紧盯公厕
难找、难看、难闻、难用等突出
问题，按照合理化布局、标准
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和便民化
服务的原则，全面实施公厕提
标便民工程，全域推进“厕所
革命”。今年计划新改建城镇
公厕 20座，目前已全部完成，
累计投入资金1200万元左右；
计划新（改）建农村公厕45座，
目前已全部完成，累计投入资
金 550 万元。此外，为有效化
解局部地区公厕数量不足、分
布不均等问题，该局正在推进

“厕所开放联盟”工作，今年新
增联盟成员单位80余家。

聚焦“街巷差”，提升城市“里子”魅力

聚焦“停车乱”，创新长效管理模式

弹好“为民办实事”三部曲
奏响群众“微幸福”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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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卷烟单价达59元才能实现控烟目标

香烟涨价能有效控烟吗？

近日，在全国控烟学术研讨会上，对
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表示，在现有水平下
如果不加码各项控烟措施，到2030年预计
我国吸烟率将从 2018 年的 26.60%增长至
27.64％。要想达到2030年成人吸烟率降
至20%的控烟目标，除了常规监管，还需要
考虑价格措施，对烟草产业提税涨价，预
计 2030 年卷烟平均价格要达到每包 59
元，涨幅高达269%。控烟是世界趋势。然
而从卷烟销量看，全球几乎都在下降，中
国却在上升，依旧是全球第一大香烟消费
国。那么，提税涨价后，吸烟的人就一定
会变少吗？控烟难题就能够一劳永逸地
解决吗？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王先生：直接从
源头抓起不可以吗？

@赵玻农业人：想
吸烟的人，多少钱都会
买；不吸烟的人，总也
不会买。

@zlj：考虑下，吸
烟的主流群体都是
谁？对应制定控烟策
略，而不是简单的直
接提高烟税这种方
式。

@柯南：烟民的心
理性依赖大于生理性
依赖，这就是为什么特
定场合可以禁烟的原
因。按此逻辑，提高吸
烟成本，逐步扩大禁烟
场所，同时加大宣传力
度，相信会越来越有效
果的。

@Cherry、糖醋糯
米团：最该让烟民直面
肺癌解剖。

香烟如果卖到 59 元/包，
这个价格的确很高了，或许可
以让部分消费者因为买不起而
选择少吸或不吸，尤其是低收
入者。但要看到，对价格敏感
的群体，卷烟“买不起”了可以
选择烟丝；对价格不敏感的群
体，卷烟再贵也照样买。控烟
是一个系统工程，价格的调控
只能作为一个辅助手段，不能
寄予过高的期望。标本兼治、
多措并举，才有可能达到。

百多篇论文被中国知网擅自收录
九旬名教授维权获赔70多万元

“拿我的知识去赚钱”，89
岁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
授赵德馨，前段时间和对中国
知网擅自收录他的100多篇论
文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中国知
网”运营方）打起了官司且全部
胜诉，累计获赔70多万元。接
受记者采访时，老人谈起维权

缘由时仍很气愤：“把我100多
篇文章收录（到）数据库，还通
过电脑、手机这些端口来传播，
不仅不告诉我，读者包括我自
己下载还要付费，我本人却从
没拿到过一分钱稿费。”8日，中
国知网工作人员表示，作者自
己的文章是可以免费下载的。
（来源：长江日报 红星新闻）

@相言居士：就问知网给
原作者版权费了吗？你只是个
平台，又不产出文章。

@xshshhdyg999：作者下
载自己文章不花钱了，但是你
拿人家文章卖钱这事你咋不说
呢？

@口腔医黄小牙：擅自收

录，不主动帮作者入库，是谁给
了他这些权利？

@幻想中的美好：这是平
台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被发
现，就能用人家的知识产权为
自己谋利而无需支出任何成
本。这样的行为，国家应该加
大打击力度惩罚力度。

“借鸡生蛋”的无本买卖，
这也是知网的老问题了，年年都
为此多次上热搜。“不问自取即
为盗”，赵教授的胜诉表明，法律
对这霸道潜规则的不支持。但
是，目前真正来维权的作者似乎

没有那么多。说白了，一是维权
成本不低，二是在知网业已成型
的垄断地位面前，论文作者甚至
期刊杂志都是弱势的。如何撬
动知网商业规则的改变？虽仍
不易，却亟需推动。

（（新华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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