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评锐语

“天价蒙人事件”
别只靠媒体曝光

无危化品运输资质
为何能够一路畅行

■世象漫说

周歌： 湖南高速车辆爆炸 ，
而涉事车主无危化品运输资质。
既然引发爆炸事故的 油 罐 车 主
无 危 险 化 学 品 运 输 资 质 ， 其
又 为 何 能 在 高 速 路 上 一 路
“绿灯 ” 畅行无阻呢 ？ 问题背
后 ， 不 仅 暴 露 出 涉 事 车 主 的
麻 痹 大 意 、 心 存 侥 幸 ， 更 是
反衬出监管体系的形同虚设。
试想 ， 如果交管部门能 够 尽 职
履 责 ， 及 时 查 获 相 关 车 辆 ，
那 么 ， 这 起 惨 剧 也 便 不 会 上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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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长话短说

取款取出白纸

大学生求职不必过于“理想化”
■有感而发

“下周不来了 ， 每周六都来
转一圈， 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绍兴市的大学毕业生小张从 “周六
人才集市” 招聘会现场走出来以后
很是有些气馁， 他一直想找个办公
室文职工作的愿望一再落空对他打
击很大。 记者了解到， 像小张一样，
许多应届毕业生来招聘会首先关
注的是行政类岗位， 还有部分学
生会倾向于寻找管理型岗位， 这
就出现了 “僧多粥少” 的情况。
（3月18日绍兴网）

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如今已
成不争事实， 在这种严峻的就业
形势下， 如果不能放开视角去谋
求更多更广的就业与发展空间，

而偏偏独恋 “僧多粥少” 的行政类
或管理类岗位， 无疑是一种固步自
封的短视心理。

诚然， 相对更加舒适的办公
室工作环境与条件， 必然会给广
大毕业生带来极大的心理 “诱
惑”， 这是人之常情， 谁都想为
自己的就业之旅找到一个看起来
更高一些的起点。 但是， 依笔者
二十余年的办公室工作体会来分
析， 假若毫无任何工作经验地贸
然闯入， 恐也绝非好事。

但凡有过经历的人都会知
道， 办公室工作其实远非看起来
那样 “简单 ” 和 “风平浪静 ”，
事物的繁杂琐碎、 人际关系的错

综复杂与多变， 也远非一般人所
能应付得来， 表面虽然看起来风
风光光 ， 但内里却时常暗流涌
动、 伤心劳神。

所以， 在笔者看来， 毕业生
找工作既然已经颇不容易， 就更
不必要去片面追求或者拔高自己
的就业理想， 更无需将行政、 管
理等类办公室工作当作是自己志
在必得的岗位。 与其费心劳神且
又屡受 “打击 ” 地去争抢那些
“僧多粥少” 的岗位， 倒不如脚
踏实地地找一个既能满足自己的
就业愿望， 又能让自己接受各方
面能力锻炼的岗位来得更加实
在。 □乔木

徐建中： 对于 “天价蒙人事
件”， 还有很多是媒体还没发现
的， 他们一边继续从事着蒙 人
的 买 卖 ， 一 边 观 望 着 执 法 部
门 对 于 媒 体 曝 光 事 件 的 处 理
结 果 ， 既 然 可 以 罚 款 了 事 ，
他 们 就 一 点 也 不 畏 惧 。 “ 天
价 蒙 人 事 件 ” 不 能 只 靠 媒 体
来 曝 光 ， 曝 光 了 如 果 处 罚 过
轻 ， 那 不 但 对 蒙 人 者 起 不 到
警 戒震慑的作用 ， 反而会让他
们觉得有机可乘。

■每日观点

□王甄言

要让高龄农民工“老有所依”

高龄农民工作为第一
代农民工， 当时的养老保
险政策不完善， 制度不规
范 ， 养老保险转移接 续
难 ， 加之用工单位并不认
真执行养老保险政策， 很
多用工单位没有为农民工
缴纳养老保险， 如今这一
批高龄农民工不应该成为被
“遗忘” 的群体。

河南周口籍女孩王娜娜
13 年 前 被 冒 名 顶 替 上 大
学 ， 此事经曝光引发社 会
关注 ， 当地政府 部门成立
调查组介入调查 。 昨天 下
午 ， 周口市委宣传部发 布
消息称 ， 假 “王娜娜 ” 学
籍 、 学历 信息被注销 ， 工
作也被解聘 ， 9名相关责任
人受处分。 （3月20日 《京华
时报》）

假 “王娜娜” 事件 ， 说
到底 ， 不外乎关涉两方面 ，
一方为 “加害方 ”， 一方为
“受害方”。 这加害方， 并非
假 “王娜娜 ” 张莹莹一人 ，
而是一个团队 。 当初 ， 说
告到联合国也不怕 ， 而 如
今 ， 假 “ 王 娜 娜 ” 学 籍 、
学历信息被注销 ， 工作 也
被解聘， 9名相关责任人受处
分 ， 对此处罚 ， 算 “严厉 ”
还是 “轻描淡写”， 我们姑且
不论， 起码， 当地政府也是
给社会舆论有个交待。

但是， “青春无价”， 当
年， 王娜娜被冒名顶替上大
学， 现在， 她争取重读大学，
这其间， 耽搁了多少 “大好
青春”， 这是再多的金钱也买
不到的； 再者， 由于长期被
冒名顶替， 也给王娜娜生活
带来诸多不便； 无论是精神
上 ， 还是经济上 ， 王娜 娜
“深受其害”。

现在的问题是 ， 加害方
受到了一定的处罚， 受害方
怎么办？ 王娜娜向记者表示，
她也是通过网络才得知此事
调查结果已经发布 ， 没 有
人 与 她 沟 通 过 调 查 进 展 ，
更无 “赔偿 ” 方面的 实质
性进展。

有人坐牢被冤枉了 ， 还
得有国家赔偿， 这上大学被
冒名顶替 ， 为什么不能 有
“赔偿”？ 这个道理， 小学三
年级学生都懂， 至于说， 假
“王娜娜” 张莹莹， 除了 “道
歉+赔偿 ” 之外 ， 还应该上
“诚信黑名单”， 这也是对受
害者一种安抚。

□张传发

对野蛮驾车者要追责
近日， 朝阳区通惠河畔文化

创意产业园停车场附近， 一男子
驾小轿车试图从一条在铺设电线
的道路通过， 遭到停车场管理员
拒绝。 男子随后将管理员撞到发
动机盖上， 行驶近一公里。 管理
员腰部受伤， 精神受到惊吓。 目
前， 停车场负责人已报警。 （3
月19日 《京华时报》）

这是一起典型的野蛮驾车事
件， 是 “路怒症” 的一种表现形
式。 如今在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
人， 平时看着挺和气的， 慈眉善
目的。 但只要一开上车， 立马就
脾气大涨， 大有老子天下第一，

谁惹老子不高兴， 老子就给他点
颜色看看的架势 。 什么交通规
则， 什么文明驾驶， 统统忘在脑
后 。 但是有一点 ， 这种人绝对
“鸡贼”， 专捡软柿子捏， 要是遇
上了交警或者比他还横的主儿，
一准儿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地驾
车。

野蛮驾驶不仅会扰乱交通秩
序、 引发交通事故， 也会导致刑
事犯罪以及致人伤亡。 所以， 对
任何形式的野蛮驾驶都必须依法
惩处 ， 决不能姑息 。 作为停车
场， 应该勇敢地出面依法维护自
己员工的合法权益， 为自己的员

工讨个说法， 决不能让恪尽职守
的员工既受到伤害惊吓， 又流出
委屈的眼泪。 首先， 作为停车场，
应搜集整理各种证据， 提交给执法
机关， 积极配合交通管理部门的

调查； 其次， 应主张对肇事者追
究其民事责任， 要求其赔偿医疗
费、 误工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 一
定要让肇事者对自己的野蛮驾驶
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许庆惠

3月18日下午 ， 浙江嘉兴的徐女士在交通银行
ATM机取款。 没想到， 在取出来的1万元里面， 竟然
夹着三张和百元纸币大小一样的白纸。 银行表示， 会
尽快把真币换给徐女士， 等事情调查清楚后， 给她一
个交代。 （3月20日新民网） □陶小莫

处罚加害者
更应安抚受害者

过了正月开了春， 走上工作
岗位的农民工中， 不论在建筑工
地还是环卫场所都不少已经是年
过50岁、 被我们称为 “高龄农民

工 ” 的人 。 由于年龄问题的尴
尬， 他们有的虽然在工作岗位上
却徘徊在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
有的虽然告老还乡， 却因为未能
连续缴纳社保15年而无法享受养
老金。 他们的 “老有所依” 需要
政策的哪些扶持？ (3月20日 央
广网）

高龄农民工将 “老无所依”，
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当下的农村
环境远非昔比。 过去， 处于第一
轮改革时期， 即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时期，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农业获得空前发展， 农民年年喜
获丰收， 部分富余劳动力外出打
工， 这种 “半工半农” 的农民家
庭模式， 足以支撑老一代农民的
养老。

但是， 随着传统农业越来越
式微， 加之各种物价飞涨， 从农
资到生活成本， 从教育成本到就
医成本， 样样不断攀升， 完全靠
传统农耕持家， 除了能填饱肚子
以外， 要想过小康生活已经不切
实际。 加之还要供娃上学， 给自
己及家人看病， 即使农合报销比
例高， 也无法支付自付部分。 所
以， 高龄农民工只能靠拼仅有的
一点力气养活自己。

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 力气
衰减， 用工单位考虑到风险， 逐
渐排斥高龄农民工。 故而高龄农
民工打工越来越困难， 最终只能
沦落到干一些工资很少的脏活累
活 ， 比如当清洁工 ， 从事收破
烂， 帮忙照看场子， 防止有人偷

拿东西等。 高龄农民工所获得的
收入也捉襟见肘， 而且上有老下
有小 ， 还要对付不小的额外开
支， 生活艰难， 可想而知。

还需要看到的是， 高龄农民
工的子女作为新一代农民工， 在
高物价、 高消费的挤压下， 同样
徘徊在城市留不下、 农村回不去
的尴尬境地。 高龄农民工把他们
养 大 成 人 ， 或 上 一 般 大 学 ，
或 读 职 业 学 校 ， 学 得 一 些 技
艺 ， 但不精 ， 毕竟文化程度不
高， 找不到高薪岗位， 只能艰难
维持生活。 同时， 他们还要负担
教育孩子的责任， 没有余钱剩米
赡养父母。

那么， 高龄农民工的养老
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 由他们自

己想办法 ？ 还是由政府想办法
呢 ？ 答案当然是后者 。 高 龄 农
民 工 作 为 第 一 代 农 民 工 ， 当
时 的 养 老 保 险 政 策 不 完 善 ，
制 度 不 规 范 ， 养 老 保 险 转 移
接 续 难 ， 加 之 用 工 单 位 并 不
认真执行养老保险政策， 很多
用工单位没有为农民 工 缴 纳 养
老 保 险 。 如 今 这 一 批 高 龄 农
民 工 不 应 该 成 为 被 “ 遗 忘 ”
的群体。 他们曾经为城市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现在让他们自己想
办法养老是不切实际的， 是不尊
重历史。

老有所养是最基本的民生 ，
也是国家承诺。 高龄农民工群体
的养老问题， 必须引起我们这个
社会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