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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自治：
要公心 也要好办法
□尔冬

【新闻背景】 涧西区中弘·恒泰苑
小区物业撤离后，小区被临时业委会接
管。 对于业主自治，小区居民们既有信
心又有担心。 对此，我市相关部门和较
早实施业主自治的小区管理者对他们
提出了建议。（见本报昨日 A12版）

事实证明，在部分规模较小的小区，
物业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业主们自行
管理，能够管得了、管得好。 据报道，采取
业主自治模式较为成功小区的经验是：
业委会负责人负责、收支透明、及时做好
与业主的沟通工作、为业主办事儿等。 这
些经验，来自实践，弥足珍贵。

一个现实问题是，不论是业委会负
责人，还是广大业主，大多有自己的本
职工作，为大众服务的精力和时间是有
限的，他们也难具备物业管理方面的专
业知识和经验。 恒泰苑小区临时业委会
成员肖女士便表示： 自己在单位是领
导，但能否当好小区的“管家”，她有些
担心。 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业主应抛
开观望、搭便车的心态，真正团结起来，
帮助业委会对小区实现有序管理。

要让自治的方式得以持续， 维护业
主的权利很重要， 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
账目的公开透明。 物业费咋收、咋花，须
获得广大业主的理解，而要获得理解，就
要把问题说清楚，让业主自己拿主意，充
分尊重广大业主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业主自治的执行机构是业委会。 业
委会的职责是代表全体业主行使权利、
表达诉求。 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充分体

现民主，是业主委托业委会服务、管理
小区的心理基础。 但在具体工作过程
中，人人都参与的民主要耗费的成本肯
定较高，业委会应着力避免为提高工作
效率而无视部分业主的利益诉求。

实行业主自治，需要适当的协商机
制，而且这个机制建立得越早越好。 在
出现问题与矛盾时，协商机制能起到理
性对话、和平解决的效果。 小区是大家
生活的地方，而生活中琐事特别多。 遇
到了问题，大家能坐下来，心平气和地
谈问题、想办法，而不应剑拔弩张，动辄
说“不要你们管了”。

小区实行业主自治，“物管费取之
于业主，用之于业主”是其最大的优越
性。 这种管理方式如推行顺利，不仅有
利于改善小区环境， 提高居民生活质
量，更有助于增加小区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 就像报道中一名业委会主任说的那
样：“只要一心为大家办事儿，就一定能
赢得民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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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
□范正伟

《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
孔子退朝回来就问：伤着人了吗？ 而没
有先问马怎么样。 这就是著名的“问人
不问马”的典故，其所传递的“人本”理
念，至今可为典范。

北京 “7·21”特大暴雨后 ，较之房
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
是伤亡人数。虽然从最初的 10 人，到翌
日公布的 37 人， 死亡人数发布的速度
已比从前大为提高；虽然北京市政府新
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
“绝不会隐瞒”。但在最终的准确数字出
来之前，人们对伤亡数据的关切，仍然
不会消减。

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
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
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 对这种关切
的回应，我们既有成功经验，也有一些
反面教训。 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
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
好的一个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
情。 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
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
计格外审慎，对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
更加严肃。 但与此同时， 面对公众的
“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
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
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
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网上有一句名言，“当真相还在穿
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 与公民
个人的信息披露不同，政府的甄别汇总
有一个过程；与网络的随机发布不同，
政府的数据发布也有一套程序。 随着
新媒体技术的发达，手机、微博传递方

式多样，今天的治理者面临着比以往更
加严峻的挑战。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
须承认一个事实：在许多情况下，无论
多么快速及时，权威信息总是跑不过小
道消息、网络传言。

然而，即便如此，从国际经验来看，
权威信息依然有跑快的时间，不实传言
仍然有挤压的空间。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
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
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
人数？ 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
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
报死者身份？ 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
但是否可以当做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
切又查漏补缺？ 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
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
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我们就能
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
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互联网时代的
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
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
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
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 事实
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
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 正如
一名网友就伤亡数字在人民日报官方
微博上留言：“勇于面对， 才能努力解
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 ”

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
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
布”。 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
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
正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
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
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转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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