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评锐语
消费者维护权益
不能只靠“3·15”

围观者的麻木
要怎样去救赎

■世象漫说

伊一芳： 3月7日， 一年轻小
伙突然越过宜昌夷陵长江大桥的
护栏 ， 欲跳桥轻生 。 救援过程
中， 桥面上有数十人围观， 其中
有人起哄， 让 “往下跳”。 万幸
的是， 小伙最终在民警的反复劝
说下爬回桥面。 警方提醒大家：
在救援现场， 请一定不要说风凉
话 ！ 一定程度上讲 ， 面对危难
时， 围观者的麻木， 是一种比危
难本身还可怕的现象。 治理这种
“麻木 ”， 救赎那些麻木者的灵
魂， 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在内心深
处树立起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每日图评 ■长话短说

有偿删帖

“师带徒”一举多赢
■有感而发

从现在起， 厦门将在全市职
工中广泛开展师带徒活动。 全市
将实现师徒结对4000对， 其中有
农民工的2400对。 据悉， 此举是
为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职
工队伍， 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在推
动厦门市经济发展、 产业升级中
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3月10日 《海峡导报》）

师带徒是提升职工素质的有
效方法， 尤其是对于2400对农民
工 ， 师带徒的现实意义更加凸
显。

众所周知， 许多农民工都是
从初中、 或者高中下来后， 直接
外出打工。 在中学读书时， 他们

只学习相应的文化知识， 没有接
受任何技能培训。 所以， 农民工
进到工厂， 一切都得从头学。 怎
样学？ 新进厂农民工没有师傅专
门教， 都是车间主任安排一个工
序 ， 自己边干边学 。 就算学会
了， 也只能掌握这道工序的操作
技术 ， 对其他工序依然一无所
知。

与此相对， 农民工是许多企
业的用工主体， 农民工是否受过
培训、 掌握技能， 对企业的现实
作用不言而喻。 许多企业最为缺
乏的就是技能型工人， 这一点从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 “用工荒” 中
清晰可见。

一边是企业紧缺技工， 一边
是农民工技能素质低， 这提醒我
们， 提升农民工技能素质有多么
急迫 。 怎样提升农民工技能素
质？ 这个问题不知问了多少次，
现在有了答案， “师带徒” 让农
民工直接跟名师学习， 通过师带
徒不但能提升技能素质， 而且对
以后的收入增长， 乃至职业成长
都大有裨益。 不仅如此， 师带徒
活动的长期开展， 就会有更多农
民工受益， 当越来越多农民工都
能通过师带徒拥有一技之长， 企
业技工紧缺问题就会得到缓解 。
所以我说， “师带徒” 有助缓解
“技工荒”。 □孙维国

郑文芝： 一年一度的 “3·15”
又到了。 每到这一天 ， 各地的工
商、 质监等部门都会开展形式多
样的活动 ， 集中为消费者维权。
而令人遗憾的是， “3·15” 一过，
又没有人关注了。 而一年365天， 涉
及消费维权的事项每天都有可能
发生， 各种欺诈让人防不胜防，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利益。 一年不
能只有一个 “3·15”， 但愿天天
都是 “3·15”。

对懒政不处理不问责是大懒政
对待不作为的懒政

官员 ， 必须像高调反腐
一样及时亮剑 ， 从严处
理 ， 否则将阻碍改革进
程 ， 迟滞经济发展 ， 延
误社会进步 ， 破坏政府
公信 ， 一粒老鼠屎坏了
一锅汤。

3月12日， 武汉地区应届
毕业生招聘会上， 绝大多数
的是民营企业， 尽管开出的
工资也不算低， 但许多企业
仍门庭冷落。 而在一些中字头
企业前， 则每时每刻都在排着
长队。 参会的400多家用人单位
涵盖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 外
资企业和民营企业， 但毕业生
更愿意选择国企和事业单位 。
（3月13日 《楚天都市报》）

在高教大众化带来的学
历膨胀与贬值的今天， 加上
就业形势的严峻， 对于一个
没有任何 “工作经验” 的大学
生而言， 暂时 “找不到理想的
工作” 也是常态。 然而， 在人
力资源市场上， “本科硕士满
街跑” 与 “技工技师无处找”
的就业难和招人难同时并存，
就可以说明社会也并非是 “一
岗难求”， 而是一些 “天之骄
子” 眼中， 如意的和体面的所
谓 “铁饭碗” 的工作难找。

大学生的传统就业观念
真的需要改变了。 如果说从
事低端岗位或是选择民营企
业工作就是丢脸面， 哪有业
不就、 在家 “啃老” 就不丢
脸吗？ 比起那些高不成低不
就、 赖在父母身边的 “啃老
一族”， 凭劳动养活自己的人
更有面子。 理想和现实， 就
像哈姆雷特的 “生存还是毁
灭” 一样， 曾经让无数大学
毕业生纠结。 在经历过无数
次碰壁之后， 许多人会说放
下理想， 面对现实吧。 其实，
还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 从
现实做起， 最终实现理想！

大学生们 ， 时代是在不
断发展的， 我们的观念也是
要适时改变的。 观念一变天
地宽。 与其纠结在 “好工作
都去哪儿了” 的困惑中， 不
如努力寻找适应自己的就业
或创业 “风口”， 永远不要去
挑最好的工作， 要挑你最适
合的工作。 每一位成功者往
往都有一个艰辛的开始， 只
要能跟上时代发展 ,发挥出自
己的爱好和特长,付出了汗水,
就一定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番
事业天地的！ □祝建波

随着 “3·15” 的脚步越来越近， 不少细心的网友
可能都会发现， 在使用QQ等聊天工具时不时会弹出
这样一些信息 ： “负面消息删除 ” “专业删帖 ”
“负面压制” 等号称网络公关的服务。 记者与其中一
些删帖公司联系后了解到， 这种删帖服务涉及范围
之广， 令人咋舌， 什么新闻， 论坛， 网帖 ， 博客等
无所不及， 而且全部明码标价。 （3月14日央广网）

□赵顺清

“态度好， 不办事。” 全国政
协委员、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
长江观察到懒政有了新的变化 ，
“过去没人干活， 在办公室打扑
克， 现在什么程序都做到了， 就
是事情办不成。” 比如以前招商
引资， 地方官员拉项目落户很热

情， 请企业吃饭， 给企业优惠政
策。 现在很多官员公事公办， 来
了客客气气接待， “最后项目没
引进， 就回答 ‘我也没办法’”。
（3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态度好， 不办事。” 换句话
说就是不作为， 而不作为则是地
地道道的懒政 。 值得重视 并 警
惕 的 是 ， 在 中 央 高 调 反 腐 的
高 压 情 势 下 ， 懒 政 不 仅 出 现
了新变化 ， 而且成为大问题 ：
据报道， 2015年5月， 北京市开
展 “为官不为” “为官乱为” 问
题专项治理。 到10月底， 16个区
县共查找工作层面的问题3000余
条 ， 其中 “为官不为 ” 问题占
90%以上。

为官不为这样的懒政为什么

会发生并高企呢？ 首先， 这其中
肯定有一些南郭先生， 他们能够
做官为仕， 既不是学而优， 也不
是干而优， 而是朝中有人比如拼
爹， 或者跑官买官混迹朝堂。 可
以说， 一些地方的人才选拔制度
出了问题， 因为不受监督必然产
生腐败。 当然， 因为反腐， 有些
人错误地以为， 多干多错， 少干
少错， 不干不错， 于是不敢乱作
为， 也因噎废食， 走向另一个极
端， 不作为。

懒政的出现并高企 ， 表面
看 ， 是一些官员的心态出了问
题， 仔细推敲， 是我们对懒政官
员处置不力， 有些地方认为他们
不同于腐败分子， 可以被宽容。
于是， 就像高速路上的坏车， 这

些人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从另一
方面来反思， 则是我们对敢作为
的官员保护与激励不够， 干多干
少一个样， 干与不干一个样， 这
也导致很多人一看二慢三通过，
不作为。

其实认真分析还会发现， 纵
然是懒政， 也有三种人， 三种情
形。 第一种是好人懒政， 这个好
人是老好人。 他们笑脸相迎， 热
情相送， 可就是不办事， 怕办错
事。 第二种是庸人懒政， 他们也
相迎也相送， 可就是不会办事办
不了事。 这部分人往往还因为乌
里乌图不得罪人而能 “适者生
存”， 这是很不正常、 很病态的
现象。 第三种人是坏人懒政。 这
类人本来就作风不好心思很坏，

不敢腐败更是不办事， 或者很恶
毒地用懒政方式刁难群众、 报复
社会。

对待不作为的懒政官员， 必
须像高调反腐一样及时亮剑， 从
严处理， 否则将阻碍改革进程，
迟滞经济发展， 延误社会进步，
破坏政府公信， 一粒老鼠屎坏了
一锅汤。 早在2014年5月， 李克
强总理就在国务院常务会上谈及
庸政、 懒政问题。 他说， “说得
难听点儿 ， 这不就是尸位素餐
吗？ 这样的庸政、 懒政同样是腐
败， 是对国家和人民极大的不负
责。” 官员不作为已经定性， 破
坏极大， 对懒政不处理不问责，
也是懒政， 也是不作为， 是更高
层级的腐败！

大学生就业观
需要改改了

应建立循环使用课本机制

两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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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睿

2月 ， 全国 “扫黄打非 ” 办
公室联合五部门下发 《关于开展
部分重点城市高校及其周边复印
店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要求
全国40个重点城市严厉打击高校
及其周边复印店的盗版复印活
动， 遏制住日益蔓延的校园盗版
势头， 高校云集的北京， 也被列
进今年专项治理的名单。 （3月
14日 《北京青年报》）

毫无疑问， 复印全本课本实
质是盗版， 是一种侵权行为， 严
重侵犯了作者及出版单位的合法
权益， 且部分复印店未经工商、
新闻出版广电等部门审批， 属非
法经营， 必须予以严厉打击。

在严厉打击的同时， 也必须
找出一个治本的好办法来， 才能
彻底解决盗版的问题， 就像老话
说的 “盐打哪咸 ， 醋打哪酸 ”。
究其主因一是大学生觉得现在的
教材价码太高 ， 四年本科念下
来， 花费不少， 特别是来自农村
的大学生 ， 更感觉有些承受不
起； 二是复印店的老板们觉得有
利可图， 以课本一半的价格复印
给学生， 还可获利不菲， 于是群
起仿效， 造成蔓延之势。

只要各个大学都建立起教材
循环使用机制， 就一定能够让非
法复印教材的复印店没了生意。
许多发达国家， 教科书循环使用

已经不是新鲜事 ， 经过多年摸
索 ， 他们在旧课本的回收 、 发
放、 保证卫生方面都积累了许多
经验， 值得我们借鉴。 循环使用
教材至少有三大好处， 一是节约

资源， 有利于环保； 二是对就家
庭而言， 减少了开支； 三是对学
生而言， 可培养珍惜资源的环保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许庆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