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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了还是HE了？
朱 光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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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描这里的二维码，就能先行了

解迁户口所需材料和流程，提前检查相关材

料是否备齐哦！”开学季，长海路派出所迎来

了不少有户籍登记项目变更需求的市民和

学生群体，窗口首问接待工作人员引导他们

提前扫码了解自己需要办理的相关业务。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优化人口政务服务

工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杨浦

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办公室在市局人口办的

指导下，创新推出实有人口“政务服务菜

单”，并同步建立户政业务咨询“社区微网

格”。“服务菜单”包含了一系列市民办理需

求量大、材料需求量多的户政业务，并以“社

区微网格”形式延伸至辖区各街道居委和派

出所，不断延伸人口政务服务“新触角”。

分局人口办将窗口办理量大的业务梳

理制作“政务服务菜单”，配套制作台卡、易

拉宝、电子宣传图“扫码三件套”，放置于派

出所综合窗口大厅，并安排首问接待人员做

好引导。有了“服务菜单”，大家可以利用取

号等待的碎片时间再次核实自己携带的相

关材料证件，并及时查漏补缺，提升业务办

理效率。“菜单上都是我们市民关心的业务，

现在只需要轻轻一扫办理流程就能一目了

然，非常方便。”市民杨先生点赞道。

“王阿婆，这里有我们特别制作的‘政务

服务菜单’，您拿回去慢慢了解，有疑问随时

来居委询问哦！”在同济新村社区警务室，四

平路派出所民警正和居委干部一起向群众

讲解未成年人身份证办理相关流程。

杨浦警方结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求，

创新建立以社区民警、居委干部、人口协管

队员为单位的“社区微网格”，并落实基层社

区梯次接待制度，让居民不出社区即可了解

人口类政策和业务。“微网格”成员定期参与

分局组织的基本户政业务培训班，扎根社区

开展政策宣介、回应介绍，确保群众“问有所

答、惑有所解、事有所应”。

通讯员 方雏声 周艺琳 本报记者 孙云

杨浦警方探索实施“人口政务服务”新举措

推出“服务菜单”
创建“社区微网格”

“冬瓜一斤1元，鸡毛菜2.98元，米苋

2.8元……”昨天，家住海尚乐苑的居民徐秋

芳一大早就来到海尚乐苑北门外桥上，赶

头茬“临时菜场”，“过去，去最近的菜场要

乘公交车，加上两头走走，要近40分钟才能

到。现在，下楼不用走几步，就能买到实惠

又新鲜的菜，真的是太方便了。”她一边挑

选着菜，一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近来，周浦镇在部分社区门前设置“临

时菜场疏导试点区”，由有资质的生鲜食品

配送公司，在每周二上午6时至10时为居

民提供优质蔬菜、瓜果、肉类等菜品，受到

居民欢迎，被赞为“家门口5分钟买菜圈”。

据了解，浦东周浦镇有“小上海”之称，

但不少社区距离菜市场超过2公里，而且辖

区内老年居民占比高，出行不便，日常买菜

存在较多困难。其中，海达居委居民的相

关诉求较集中。该居委地处周浦、康桥两

镇交界，由于有市场需求，在小区周边出现

了流动摊贩，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阻碍交

通，存在安全隐患。

综合考虑了开设场地、居民买菜需求、

周边配套设施等因素后，周浦镇相关部门和

居委商讨决定，按照“不扰民、不堵路、不杂

乱”原则，在海达居委辖区内海尚乐苑北门

外桥上设置“临时菜场疏导试点区”，由生鲜

食品配送公司每周二为居民提供丰富菜品，

提高便利的买菜服务。同时，加强监督，确

保摊点经营有序规范，引导商贩做好垃圾

清理工作。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临时菜场”进社区 居民买菜方便了

若是回到  年前的语文课堂，按对仗的逻

辑，“上头”可以对“下足”。但是，当下网络流行

“上头”对“下头”，“头”指脑袋。这个“上头”的意

思，文绉绉地解释，大约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的简称，用来形容对某人某事的念念不忘。

念念不忘之后，有两种结果——一种是  

即“         ”，黄 了 ；另 一 种 是   即

“           ”，成了。通常，当某网友把网

络当“树洞”倾诉心声时，就会有围观群众像追

着看连续剧一样发问：  了还是  了？

“上头”是一种“直给”表述，  、  则是英

文缩写。更常见的是拼音缩写，例如     ，通

常为了节约步骤连首字母都不大写。啥意思？

昨天抵沪的中国原创音乐剧“鼻祖”之一、

从事了  多年中文音乐剧创作的三宝，不明白

这 个字母替代的是“中国音乐剧”。如今网友

特别有“礼貌”，但凡涉及可能带来负面联想的

字词，通常用拼音替代。     的“不可名状”在

于整体品质跌宕起伏，让那些只迷演员不看

剧，或者看演员但更关心戏码的观众，都恨铁

不成钢。加之，有时候     以预售票的方式，

不告知     谁来演男主角，买票堪比买盲

盒，更让观众自比“韭菜”被“割”。

英文缩写、拼音缩写、谐音梗、“发明”新词……

若不熟悉网络语境，确实需要花点时间提升阅读

理解能力。可是，    年被评为“十大流行语”的

“观音哥”“凡客体”等，现在还有多少人用呢？

    年的“亲”，现在是用“宝”或“宝子”。    

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主角，已从“单

身出发”的状态，回归到相夫教子……

语言文字确实始终在生活中流动着，但是

已沉淀数千年的语言文字的内在逻辑和使用

规范，才是值得认真学习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