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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异“公考落榜法”不止反映就业歧视

“长得丑”、“乙肝病毒携带”、“有贫血基
因”、“性格内向”……近年来，全国各地不少
公考考生，因为前述等原因，梦断地方公考
之路，其中不乏笔试面试成绩头名者。 上月
底，一网友发帖称因为“有痘痘长得丑”，自
己与网络警察失之交臂（

9

月
2

日《新京
报》）。

我以为，公务员招录中的体检标准方面
的问题可以从反就业歧视的角度去认识和
规范，如果把问题范围扩大一点，从整个公
务员招录中存在的问题看，恐怕不仅是一个
就业歧视的问题。

现在， 公务员招录需要规范的问题，已
经贯穿于整个招录的全过程中。 第一，关于
公务员报考的条件，法律虽然规定了“报考
公务员， 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
件”，但是，现在的“萝卜招聘”却是由用人单
位随意增加条件，甚至就是对内定人选“量
身定做”，谁有权决定报考条件，谁来负责审
查监督，就是一个问题。第二，在笔试和面试
上，笔试由谁组织、出题、评分，面试评委如
何选择，如何保证公开透明，也是一个严重
的问题。第三，体检作弊的案例也已经证明，

体检只定点一家医院会让舞弊变得很容易。

第四，关于公务员的回避制度，一个是已有
的规定不执行，继续发生老子招录儿子的现
象，一个是只规定了个人血缘关系的任职回
避， 没有规定在招录过程中的单位集体回
避。 第五，对于权利受损者，缺乏明确的投
诉、申诉等救济渠道，也没有政府进行复议、

复查的制度，同时，对上下勾结、舞弊营私、

搞权钱交易的情况查处不力， 惩罚不严，也
是招录工作问题不断的根源，应该明确用重
典惩治舞弊行为。

因此，迫切需要出台一部公务员招录的
操作程序细则了。 （江苏殷国安）

@

一语惊人
@

“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

———三门峡一村支书性侵村民留
守妻子， 还恬不知耻地对市驻村工作
队员炫耀。

出处：南风窗
“只有一杠一星，不谈，叫领导过

来”

———杭州男子超市持刀劫女童，

与警察谈判时称非领导不谈。

出处：钱江晚报
“我也知道信访作用不大，有些上

访材料不会转到领导那儿去”

———宁夏一监察局长被定罪“双
开”后，走上信访之路。 称上访改变了
自己的性格和信仰。

出处：廉政望杂志
“你看你们多么的猖狂”

———山西一商户被城管打断腿，

官员阻挠采访反称记者猖狂。

出处：山西卫视
“我要办

1000

本存折，都存
1

元”

———温州储户因
1154

元被银行
冻结，办

1000

本
1

元存折“维权”。

出处：中国新闻网
“既然他不肯跟我在一起，你死我

也死，要死就死个痛快”

———浙江男子爱上男工友为其做
饭擦身，关系破裂后痛下杀手。

出处：钱江晚报
“我是从深圳来的， 身无分文，想

把全国走一遭”

———作家身无分文一路打
222

张欠条，称要走遍中国。

出处：中国广播网
“推销员轻生被我碰上了，救下来

后，还被她推销了一款护齿产品”

———重庆警官笑谈女推销员轻生
获救后向其推荐商品。

出处：重庆晨报
◎

木桦辑

减压莫成暴力狂欢

9

月
1

日， 长沙世界之窗举办的减压
节，吸引了众多市民来到城堡内进行砸办公
室、枕头大战、尖叫大喇叭等减压活动。 （

9

月
2

日人民网）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竞争
日益加剧， 不少人的心像拧紧的发条一样，

患上了莫名的焦虑症，郁闷、困惑，甚至是烦
躁不安。

通过暴力的方式来宣泄情绪，可能一时
会感觉压力舒缓、情绪痛快，但实际上暗藏
的心理郁结和紧张情绪并没有得到有效缓
解。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有可能助长人们
的暴力倾向，给社会和个人心理带来潜在的
危险和隐患，甚至让减压变成一种可怕暴
力狂欢，这种可能性值得警惕。 因为，今
天的愤怒或许可以通过打砸专用器物或
者干脆暴打假人撒气， 那么明天没有了
这样的条件是否会拿真人开练呢？ 这种
简单诉诸武力的快乐减压岂不埋下了暴
力的种子？

心理减压是个复杂问题，不是简单地暴
力“发泄”就能解决问题的，要从根本上给心
理减压，不能单靠有暴力倾向的发泄，必须
依靠科学疗法。 就个体而言，遇到问题不能
一味想着逃避，转移目标去发泄，要积极想
办法，多与朋友和家人沟通，把烦恼说出来，

倾诉的同时积极寻求帮助，这样才有更大的
能量去面对压力；要尽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
好，多参加集体和社会活动，这样有助于摆
脱狭小的自我，走出负面情绪。 如果通过自
我调节仍不能感到轻松，应该去专业心理咨
询机构寻求帮助，或者选择一些积极健康的
减压活动，如沙滩瑜伽、美容护理、蹦极、拥
抱大树等，都曾是风靡一时的减压方式。 当
然，有关方面也要行动起来，多组织一些文
体活动， 让公众的压力有一个文明的“出
口”，媒体曾报道哈尔滨成立过一家“笑声俱
乐部”，让众白领以“笑”减压，让“哈漂”一族
以“笑”会友，这些都是不错的办法。

（河南袁浩）

上大学不如捡垃圾？

四川女生玲玲通过复读考上
大学，本以为可圆大学梦，谁知她
的父亲却固执地认为“捡垃圾都
比上大学好”。他掰着手指头算了
笔账： 大学四年学费加生活费肯
定需要

8

万元， 如果高中一毕业
就开始打工， 四年至少可以赚

8

万元， 这样一来一回就是
16

万
元。这

16

万元都可以拿去投资个
房子作首付， 或者直接开个店做
生意也能赚钱。可是拿去读大学，

毕业后也许找不到工作， 或者找
一个工作每个月就两三千元，又
要四五年才能赚回这

16

万元。咋
算都划不来。因此，他宁愿出钱资
助玲玲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扔几
万元学费进去打水漂”。 （

9

月
2

日《成都商报》）

【正方】

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

玲玲的父亲不是恶人，相反，

在某种意义上， 他是个负责任的
父亲。说他负责，是因为他初衷是
为了女儿好。他不愿在四年之后，

看着自己的女儿身陷抉择———是
一头扎入漫漫考研路， 还是义无
反顾涌入茫茫求职洪流。 我们常
说换位思考， 可又有多少人做到
呢？ 当我们自己为人父， 为人母
时，站在此时和彼时的交汇点时，

可能才会深深感受到自己父母的
苦楚吧。

但是，大学有用与否，从来
都因人而异。 有的人，是冲着
那一纸文凭去的， 忙于考证、

拿分、往返于各个教室；而有
的人，则是去体验，去感知这
世间百态。 他们对大学意义的感
知，注定不一样。

砸锅卖铁上大学， 我父亲屡
次这样对我说。他告诉我，不求我
学到什么， 但求我塑造一个高于
他的灵魂，强于他的境界，足矣。

这让我至今感念。 （佚名）

【反方】

别以“投机”心态看教育
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

高，就业形势严峻。 这么一看，

玲玲爸爸的担忧也并非无本之
木，但其对于“读大学赚不到
钱”等言论，则让人不得不警惕
这种面对社会竞争的“投机”心
理。

经济学中的“投机” 概念认
为，投机并不会增加社会财富，而
只有“投资”才能创造社会财富。

我们不妨把这个概念也用到教育
中去，不要用“投机”的心态看待
大学教育， 更不要拿自己的未来
乱“投机”。

应对危机， 若在大学期间做
好职业规划， 在知识积蓄与阅历
上有所提升， 毕业时何愁天下无
“伯乐”识“良马”？ 这种着眼于长
远的智识投资， 远优于裹着浮躁
情绪的投机心态。

（安徽师范大学学生曲欣悦）

土坯房办公照样招大商引巨资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至今， 土坯房已经在
河南省卢氏县的县委大院服役了六十多年。该县
县委书记王战方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样的办公条
件反而在招商引资中感动了很多商人。有商人说
“我就冲着你， 你们土坯房办公， 能够坚守在这
里，我有条件我就要支持你，我要把项目建在卢
氏。 ”（

9

月
2

日央视网）

为什么政府大楼条件简陋，反而能感动很多
商人，能更好地招商引资呢？ 我相信王战方说的
不是假话。商人逐利而来，他们最考虑的是，资本
来到这里能否增值，他们创业能否顺利，资产是
否安全。其次，他们才考虑交通是否便利，基础设
施是否完善，当地是否具有市场。 这些其实跟政
府的大楼是否光鲜，办公条件好坏，没有太大的
关系。 对于创业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政府提
供的公共服务是否到位， 法治环境是否完善，政
务效率是否足够高。

从某种程度上讲，政府建有高楼大厦，不如
政府在土坯房办公让商人更有信心，政府办公条
件太好，不如政府办公条件简陋，让商人更有安
全感。 因为，当商人看到政府官员住在时髦光鲜

的大楼里，办事效率低下，交通等基础设施一团
糟，他们就会感觉政府是为官员自己服务，他们
不敢相信政府作出的承诺；相反，政府在土坯房
办公，办事效率高，而各种基础设施完备，商人就
会感到政府是首先考虑民众， 考虑商人利益，他
们就会对政府有信心，就会相信政府所作出的承
诺，他们就会乐意更多地来投资创业。

其实，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办公的楼
房也并不豪华。 在德国，许多地方政府的大楼陈
旧、简陋。德国北部城市不伦瑞克的市政府是“红
色的屋顶，陈旧的灰墙，简单得像盒子一样的辅
助楼”，办公室里还没有空调、饮水机等设备。 当
地市民却说，“作为城市日常事务的执行机构，我
们没有感觉不方便的地方。更不会因为办公楼的
老旧、办公设施的简陋，觉得形象不佳，相反，这
值得骄傲。 ”

虽然我们并不鼓励政府都在土坯房办公，但
是卢氏县政府住土坯房的精神却值得我们学习，

因为这不仅仅是有利于招商引资，更能让我们真
正实践为民服务的真谛。

(

杨涛
)

今年
7

月初，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因“造价
1.2

亿元巨型‘宋庆龄’雕像未完
工即被拆除”一事被“省联合调查组”调查。 距今已有两月，仍无调查结果及
进展对外公布。 早在

2011

年，河南“宋基会”就曾因“善款放贷”被“联合调
查”，至今也无结果（

9

月
2

日人民网）。

两个月前被调查，迄今结果镜中花。

这是敷衍来了事，还是后台让人怕？

慈善事业系万家，良心千万不可差。

断头新闻处处在，公信损伤实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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