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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报，市民马女士的前夫李先生去世
后留下一笔钱，他们的女儿需要前往市公证
处进行遗产公证，方可从银行取出这笔钱，
不过，市公证处要求出具李先生生前的单身
证明，民政部门称已停开此证明。最终，单
身证明由李先生生前的单位开具。

初看报道时，还以为又要上演“奇葩
证明难倒市民”的戏码，不过，与“证明我
妈是我妈”不同，由于涉及遗产公证问题，
这份单身证明似乎有必要。继承法第十
条规定，遗产按照顺序继承，其中第一顺
序为“配偶、子女、父母”。也就是说，假如
李先生在离婚后再婚，其现任妻子也将参
与遗产分配。

问题是，根据民政部规定，自2015年
10月8日起，各级民政部门除特殊公证事
项外，不再开具单身证明。鉴于单身证明
属于婚姻登记记录证明，具备相当的法律
效应，所以诸如办事处、社区等，既没有权
力，也没有资格开具此证明。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李先生生前单位面
前。虽然最后单位开具了证明，但这张证
明到底有多大的法律效应、单位是否了解
职工真实的婚姻状况，显然经不住深究，不
过，不管咋说，这事儿终于有人负责了。

客观地讲，只要叫“证明”，就有一种
“签字背书”的性质：无论是民政部门，还

是办事处、社区和职工工作单位，谁在证
明上盖了章，谁就必须为可能因此引起的
纠纷负责。换句话说，对于公证机构而
言，无论由谁开具此证明，出了事儿都找
不到自己头上。

事实上，马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
2015年8月，公安部在官方微博上晒出了
18项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该消
息放出时曾引发热议，不少人都提出疑
问——公安机关不再开具这些证明，那该
找谁开具呢？

停开相关证明，其本意或许是希望借
此给老百姓减少点儿麻烦，但问题在于，

“不再开具”不等于“不再需要”。相反，权
威部门停开证明了，老百姓就要找其他职
能部门开证明，由此产生的推诿、扯皮更
让人头疼。

应该说，各类证明之所以能成为老百
姓办事逃不掉的累赘，是因为职能部门公
共服务水平低下、各部门间存在“信息壁
垒”。以马女士的遭遇为例，单身证明本
应是民政部门和公证机构相互沟通、核实
的环节，现在却落在了市民和没有行政权
力的单位身上。

在信息化时代，实现公民信息共享已
是易事，服务群众的这“最后一公里”却仍
在纸上蹒跚，令人叹息。

是否单身，核实信息之责归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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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证明之所以能成为老百姓办事逃不
掉的累赘，是因为职能部门公共服务水平低
下、各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

新安县的韩先生在微信朋友
圈发文称，自家孩子要在中午写
完 32 页语文作业，且每天的作业
量都很大，身为家长既心疼又无
奈。对此，众网友议论纷纷。

与韩先生的心境相似，@鼓起
勇气 123 对现在的家庭作业也很
不理解：我家孩子写作业经常写
得手疼，跟老师反映，老师说以前
都是这么多也没人提意见！

不过，让@千山寒不明白的是，
“过了这么多年，作业内容还是老一
套”：哪怕用个“微信作业”也行啊！
@秋刀鲤鱼问道：为啥语文作业需
要写这么多？死记硬背也要有个限
度！@鸿雁滑翔则说：不知道老师
有没有做过自己布置的家庭作业，
要是自己都写不完，就别折腾孩子
了。与其量大，不如求精。

另外，@至少还有你50211对
“家长作业”有质疑：孩子写不完的，
家长帮忙写；孩子不会写的，
家长还得教，最后还得签字。
请问，那还要老师干啥？@六
安王锋很担忧：作业多，孩子
做不完。做不完，第二天还要
被老师批评。对一个小孩子
来说，简直是对身心的摧残！
@喊我黄三金也说：尤其低年
级的孩子，早早就厌学了 ，以

后咋办？
家庭作业为啥越来越多？@湖

南女子学院张闻骥的看法得到了许
多人的赞同：现在孩子们的学习成
绩就是拼“谁更辛苦”，学校有时根
本不考虑孩子的承受能力和感受。
@陕西冯燮接过话茬儿：如何布置
家庭作业，从侧面反映出老师的
态度和水平。量过大或太难，都
是简单、粗糙教学方式的延伸。
@樊耀文微博认为，追求教学效率
没错，但不能急功近利。学习能
力是逐步增强的，布置更多更难
的作业无疑于揠苗助长。

“说点儿实际的，老师们这么布
置作业，难道就没人能管管吗？”@三
尺万卷觉得，“教育主管部门应重视
学生和家长的呼声，浙江省教育厅
已公开叫停多项‘家长作业’，各地
也有教育部门在制订类似规定，咱
们是否也应效仿呢？” （王斌）

家庭作业“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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