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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有感而发

罗瑞明： 据国家发改委网站
消息， 对于日前媒体曝光的湖南
潭耒高速公路衡阳车辆救援服务
站再次收取高额救援费事件， 发
改委13日发文表示， 湖南省价格
主管部门正依法对涉事公司、 相
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
天价救援费虽说被查处， 但就事
论事很难从根本上进行治理， 要
防止死灰复燃还得采取更加严厉
的措施 ， 不仅要监管直接收费
者， 更需监管直接管理者， 实行
追究责任制， 谁负责的地段出了
问题谁担责。 “义务订票”是对农民工实打实的帮助

■每日观点

史洪举：近日，文化部印发了
《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于2017年1月1日起施行。 按照规
定，想当主播，首先要实名注册，
直播平台采取面谈、 录制通话视
频等进行核实。 网络直播不是想
播什么就能播什么。 有了越来越
严的网络直播的管理规定， 还要
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措施， 齐心协
力，加大执法力度，才能进一步净
化行业生态， 避免网络直播沦为
违法乱纪的温床。

注水
12日，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常务理事扩大会

议一致决定： 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行业， 签署自律公
约，从现在起，坚决杜绝收视率作假现象。又一轮“收视
率打假”行动展开了。 协会授权其法务委员会：立即调
查取证，向司法部门报案。 用法律手段惩处黑势力，维
护公平正义。 （12月13日《北京晚报》） □老笔

12月10日， 春运大幕开启。
甘肃省平凉市 “90后” 小伙袁鸿
飞在天津市宝坻区工作期间， 深
感外来务工人员的艰辛与不易，
于是倡导180名志愿者开启 “爱
满回家路———网上订票， 我们义
务帮您” 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已
经是他们连续第三年为外来务工
人员义务代购春运火车票， 累计
垫付票款300余万元。 （12月13
日 《兰州晨报》）

春运开启， 意味着春节越来
越近。 面对春运一票难求的大环
境，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而言， 最
记挂和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能够
买到一张回乡火车票 。 也正因
此， 袁鸿飞倡导180名志愿者开

启 “爱满回家路———网上订票 ，
我们义务帮您” 志愿服务活动，
为外来务工人员义务代购春运火
车票， 不仅帮助农民工化解了燃
眉之急， 也让他们真切感受到社
会的温情。 农民工拿到的也不仅
仅是车票， 还有感动和幸福。 他
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得到了广大外
来务工人员以及社会各界的一致
好评， 外来务工者发自肺腑的感
谢就是鲜活例证。

每年一次的春运， 数以亿计
的人流 ， 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
起， 只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
回家过年。 这种 “情感认同” 发
自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在
文化和情感层面， 这种 “情感认

同” 实质上是一种 “国家认同和
民族认同 ” 。 也正是有了这种
“情感认同”， 才有了春运， 才有
了 “买票难、 回家难”。 这其中，
外来务工人员更是难上加难。

彻底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买
票难、 回家难” 问题， 将是一个
长期过程， 他们能否顺利返乡不
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他们过
年回家的 “情感认同” 需要得到
呵护和尊重， 需要来自政府和社
会、 他人的关怀和关心。 比如，
志愿者帮农民工义务订票， 就是
对农民工实打实的帮助和关怀。
这样的帮助、 关怀多了， 就能让
更多农民工受益， 让他们能够回
家团圆。 □孙维国

要用严格执法
终结网络直播乱象

□谢庆富

迎来职教发展的春天还需多方努力
有技能技术的劳动者和有

文化的劳动者对于国家和社
会同样重要 。 迎来职业教育
发展的春天 ， 不仅需要国家
对职业教育重视 ， 还需要用
人单位 、 职业院校 、 家长以
及学生自己重视。

一个职业分工合理的社会，
不仅需要学术型人才， 更需要大
量技能型人才。 然而， 职业教育
一直被视为 “二三流 ” 学生的
“无奈选择”。 于是， 就业市场上
出现了技工难求的局面， 许多学
生宁做 “小白领”， 也不做 “大
蓝领”。 面对就业难与招工难并

存的现象， 如何打破传统观念，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成为备受各
方关注的话题。 （12月13日 《福
建日报》）

近年来， 大学生 “就业难”
现象一直存在， 职业院校毕业生
就业形势却一片大好。 传统制造
业的转型升级正迅速提振企业对
技术人才的需求， 但很多地方存
在技术人才缺口， 且缺口逐年呈
现扩大的趋势， 一些企业开出上
万月薪仍招不到技术工人。

技工尤其是优秀熟练高级技
工都是炙手可热的 “香饽饽 ”，
理应有大量的人愿意去职业院校
就读才对。 但事实上， 愿意报读
职业院校的人并不多。 社会上一
直存在 “职校垫底” 偏见， 认为

只有不好好读书的 “熊孩子” 和
读不成书的 “笨孩子” 才会读职
业院校。 在这种偏见的影响下，
不但家长不愿意孩子读职业院
校， 年轻人自己也不愿报读职业
院校。

近年来， 职业院校毕业生就
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且薪资
水平也较高。 中国每年有近千万
的职业院校毕业生， 其中中职就
业率在95%以上 ， 高职在90%以
上。 然而， 不少职业院校却遭遇
报名人数持续低迷的尴尬， 有些
职业院校甚至出现了严重的生源
不足 。 职业教育呈现 “进口 ”
“出口” 冰火两重天现象， 必须
引起各方重视并积极应对。

社会偏见的存在， 是职业教

育健康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很
多用人单位尽管对来自职业院校
的技术人才求贤若渴， 但也将职业院
校毕业的学生与文化成绩差、 调皮捣
蛋的学生划上等号， 担心他们不好
管理， 会给单位 “捅娄子”。

一直以来， 我国对职业教育
十分重视。 事实上， 不论是 “中
国制造” 还是 “中国智造”， 都
带来广阔的蓝领需求， 技术蓝领
正在成为稀缺资源。 学术型人才
在科技创新领域确实占据着重要
地位 ， 起到十分重要的引领作
用 ， 但技能技术型人才不可或
缺。 学术型人才和技能技术型人
才唇齿相依， 共同推进科技不断
发展， 缺一不可。 为实现两类人
才培养齐头并进， 教育部将开展

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
术、 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
据相关统计， 我国普通高等院
校共 1200所左右 ， 这就意味着
有50%的学校要淡化学科、 强化
专业， 按照企业的需要和岗位来
对接。

有技能技术的劳动者和有文
化的劳动者对于国家和社会同样
重要 。 迎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春
天， 不仅需要国家对职业教育重
视 ， 还需要用人单位 、 职业院
校、 家长以及学生自己重视。 要
提高职校生的荣誉感、 存在感， 必
须消除社会偏见。 而消除社会偏
见， 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摒
弃 “学历崇拜” 观念， 建立科学
的社会评价体系。

2016年 12月 13日 ， 四川成
都， 随着课间铃声一响， 四川大
学锦城学院的学生们便来到了学
校农场边， 这次他们的课程不是
测量而是种田。 在农场的学生们
排队领取农具， 锄头、 镰刀一一
尽有， 锄地、 割草、 种菜苗、 浇
水， 这样的场景在农村常见， 为
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品性， 该
校将农场搬到了校园里， 将 “种
田” 设置为学生们的必修课， 要
求学生亲自下田种地挣学分 。
(12月14日中新网）

从小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一
般来讲都不会完全清楚农民伯伯
种田的全过程， 在脑海中的有关

种田的知识也大都呈碎片化。 所
以， 一些大学将种田课设置为必
修课很有必要。 一来让学生了解
农作物生长的全过程， 体验一下
粮食来之不易，亲身感受“粒粒皆
辛苦”。 二来增加必要的农业知
识，对“三农”有个正面接触的机
会，将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
有益处的。 三来可以培养学生的
劳动观念， 体会劳动的艰辛和收
获劳动成果的快乐。

所以， 大学的种田课应该真
正在田间地头上， 每一位学生都
应该亲手去耕耘播种、锄草浇水、
施肥收获。

眼下， 形式主义在一些高校

的教学活动中有所表现， 主要表
现为内容和形式相脱离， 片面追
求形式，重过程，轻结果。 也许现
在是冬季， 学校的田地已无法完
成播种、浇水、锄草、收获的实践
课程，但学生要学分，所以就出现
了穿皮靴刨地的场景。

要想克服形式主义， 一是在
校内树立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正
气； 二是应该根据季节变化安排好
学生种田的时间，确保学生能够真正
实际操作；三是能够让学生通过种
田课获得更多知识， 而不是简单
的走过场得学分。 □许庆惠

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
心主任唐霁松13日针对方便参保
群众社保缴费的问题表示， 政府
将积极推进 “互联网+” 社保的
应用， 继续大力推进电子社保示
范城市建设， 引导各地拓展网上
和掌上服务功能， 加大推进新技
术的应用力度， 为人民群众提供
便捷的、 可及的社保服务。 （12
月13日中新网）

人社部将积极推进 “互联
网+” 社保的应用， 拓展网上和
掌上服务功能， 是对过去社保工
作的改革升级， 相信以后电子社
保在手， 可以免除很多烦忧。

首先， 体现了政府部门与时
俱进的开放胸襟。 当下网络新科
技日新月异， 电子社保等 “互
联网+” 社保新应用， 充分利用
信息时代的技术进步， 可让繁复
的社保数据 “活起来”， 打破条块
分割， 实现信息共享， 有利于让
公众享受高效的公共服务。

其次 ， 推进管理服务一体
化， 拓展网上办事的服务模式。
“互联网+” 社保新应用打造经
办管理服务平台 ， 从信息的查
询、 政策的告知到参保登记、 缴
费 、 工资申报再到业务办理预
约、 办事状态查询乃至网上支付，
网上经办服务日益深化， 延伸掌上
服务手段， 同时实现 “一个窗口接
待， 一站式服务， 一次性办结”，
多管齐下 ， 将大大方便群众办
事， 提升社保服务效率。

其三， 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
“互联网+” 社保的应用牵涉面
广， 涉及人数多， 职能部门必须
秉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才能
减少错误， 确保真实有效。 大量
社保信息实时在线， 每个人都可
以随时查询并网上、 手机办理相
关事务， 不仅方便了民众， 也可
以促使有关部门规范和简化公
共 服 务 流 程 。 由 此 可 见 ， 电
子 社 保 既 使 得 民 众 “一 卡 在
手 ， 走遍全国无忧 ” ， 还可以
大 大 增 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 ，
实现良性互动。

一言以蔽之， 人社部积极推
进“互联网+”社保、的应用，需要
远见、责任和担当，是以民为本、
为民解难、勇于改革的本旨凸显。
我们为之点赞。 □斯涵涵

推进电子社保
彰显执政为民

种田课在校园刨地有形式主义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