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
名人数达238万人， 较上年增
加18.4%， 其中应届本科生131
万人， 占这届学生入学时总数
383万人的三分之一， 显然已
经超出了正常的求学深造需
求 。 即便如此， 2015年以来，
考研人数依然 “三连涨”， 今
年为历年最高。

考研热得反常， 直接原因
就是本科毕业求职难。 一方面
是学生所学专业知识不适用就
业需要， 另一方面是用人单位
提升门槛， 非研究生莫入。 前
者又分两种情况， 一是高考时
学生只求录取， 不问专业， 更
没有考虑过适合自己的职业规
划； 二是学校只管招生， 不问
专业是否合理 、 课程是否更
新。 后者则因为本科生数量太
多而符合要求的又太少， 而且
难免请托人情的麻烦。

以上分析看似颇为复杂 ，
其实都可以归结到教育问题。
试想： 如果全社会的教育理念
都是因材施教 ， 培养有用之
人、 独立之人， 而不是以学历
为标签的 “人才”， 学生们何
致为了分数、 “名牌” 而不顾
个人的需求盲目就学？ 如果职
业教育发达， 对应市场需要，
就业前景看好， 学生们何致无
选择地挤上高考 “独木桥 ”？
如果高校专业、 课程设置充分
考虑到就业的需要 ， 适时调
整 、 更 新 ， 学 生 们 毕 业 后
何 致 找 工 作 那 么 难 ？ 如 果
本 科 生 就 能 够 胜 任 工 作 ，
用 人 单 位 又 何 致 在 并 不 需
要 高 学 历 的 岗 位 聘 用 研 究
生 ？ ……

考研本来是为求知而深
造， 现在变成了为求职而 “换
脸”， 通过换专业， 换文凭达
到换职业、 换活法的目的， 并
且都奔高校云集、 机会更多的
沿海大城市而去， 以致中西部
地区某些地方院校、 专业变成
了学生的 “考研基地”、 “出
路跳板”， 加剧了不同区域教
育水平的不平衡。 这种状况不
改变 ， 终有一天研究生也会
“过剩”， 学生们是不是又该竞
相去读博士呢？

□一刀 （资深媒体人）

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 提
高技术工人待遇， 要完善技术工

人培养、 评价、 使用、 激励、 保
障等措施， 实现技高者多得、 多
劳者多得， 增强技术工人职业荣
誉感、 自豪感、 获得感， 激发技
术工人积极性 、 主动性 、 创造
性。 （1月24日 《人民日报》）

在去年年底举办的2017中国
海外人才交流大会暨第19届中国
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上 ，
“技术蓝领” 成为中国在全球吸
揽的重要对象。 技工行业人才匮
乏， 除了观念落伍， 技工行业的
经济待遇、 社会地位不高， 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有些技工行
业缺乏最起码的医疗和劳动保
障， 再比如多数企业的薪酬体系
中， 技能工人的薪酬要比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低出两三个档次。

“既让马儿跑 ， 又不让马儿吃
草”， 这怎么不是一种两难的尴
尬呢？ 所以， 尽管不少企业对技
术精英非常渴求， 现实生活中，
不少优秀学子还是不愿投身技术
行业。

在此背景下， “要提高技术
工人待遇 ” 成为国家层面的决
策， 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它预
示着， 有关技工的薪酬制度、 社
会保障制度以及医疗保障制度
等， 将会得到升级和完善。 通过
这种制度托底、 国家托底， 切实
将技工劳保制度， 纳入国家劳动
保障制度构成， 拓宽技工个人发
展渠道， 纠正待遇偏低等现象，
为技工和技术发展打下重要的物
质保障。

事实上， 已经有不少地方在
积极行动了。 比如年仅22岁的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喷漆项目
冠军———杭州技师学院教师蒋应
成， 近日在杭州市世界技能大赛
参赛总结表彰暨市高技能人才建
设推进会上获得50万元免税奖
金。 上海市也对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海获奖选手作出了表彰奖
励：对金牌选手，各奖励人民币50
万元， 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直接办理上海市常住户口落户。

我们对技工和技术人员的重
视， 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的， 更
要转化为看得见的发展事实， 通
过公共政策的调整、 经济待遇的
提高， 让技工们感受到， 技工的
社会形象和经济地位的确在不断

提高， 优秀技术工人的确在得到
越来越多的尊重， “技工行业没
出息” 之类的陈旧观念正在不断
得到纠正， 自然就能吸引更多优
秀青年投身其中。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要建设
知识型、 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 ，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 希望在 “要提高技术工人待
遇” 的宏观政策指引下， 地方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等，想方设法
给予优秀技工在工资收入、 医疗
保障、养老保险和住房保障方面，
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政策支持，
让他们“有里有面”，有更多荣誉
感、 自豪感、 获得感， 在技术行
业耐得住寂寞， 乐于钻研技术，
造就更多优秀的大国工匠。

张国栋： 近年来，基因检测揭
开神秘面纱，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但乱象也由此滋生， 一些嗅觉灵
敏的公司不失时机地推出利用基
因检测预测疾病的商业化服务。
在我们面前， 一边是精准医学打
开的未来医疗世界大门， 一边是
海量数据带来的隐私安全 “黑
洞 ”。 目前基因检测市场鱼龙混
杂，因此尽快出台监管政策，补齐
法律法规短板，就成了当务之急。

基因检测乱象
呼唤监管尽快补位

我们对技工和技术人员的
重视 ， 仅仅纸上谈兵是不够
的， 更要转化为看得见的发展
事实 ， 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 、
经济待遇的提高， 让技工们感
受到， 技工的社会形象和经济
地位的确在不断提高， 优秀技
术工人的确在得到越来越多的
尊重， “技工行业没出息” 之
类的陈旧观念正在不断得到纠
正， 自然就能吸引更多优秀青
年投身其中。

■有话直说

天歌： 拍摄短视频、玩直播是
当下比较流行的一种娱乐形式，有
的平台还推出了上传视频或直播
即给予奖励的推广办法，加入“拍
客”队伍的人越来越多。这一现象
本无可厚非，但是，有些人却是在
工作中拍起了视频甚至直播，而
这些工作有的还牵扯到公共安
全。 希望网络主播以及短视频制
作者以本职工作为重， 拒绝为了直
播和制作短视频而违背道德、触犯
法律， 同时更希望视频直播平台
加强内部审核监管， 拒绝有违道
德与法律的直播和视频上线。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潲水油”

□雷泓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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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提升全民急救素养应成为“必修课”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近日， 公交客八分公司工会
为职工举办了健康知识培训活
动。 活动中， 医护专家为职工现
场演示心肺复苏操作方法， 让职
工了解到如遇乘客突发疾病， 职
工应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 帮助
患病乘客减少痛苦。 （1月25日
《劳动午报》）

学习和掌握急救知识， 既关
系他救， 也事关自救。 组织公交
职工举办急救知识培训， 让更多
的人有能力在关键时刻成为 “民
间急救师”， 这样的活动多多益
善， 最好能够制度化、 常态化。

尽管止血、 包扎、 心肺复苏
等是个 “技术活”， 但难度系数

并不大。 我们不求人人都能派上
用场 ， 但正所谓 “有备无患 ”，
危急关头就能成为救人一命的
“利器”。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法国的急救培训普及率为其总人
口的 40% ， 德国更是高达 80% ；
在美国， 仅接受过心肺复苏技术
培训的人数就超过7000万名， 相
当于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相比之下， 虽然这几年人们
的急救避险意识在不断增强， 许
多单位也搞一些急救讲座和技能
培训， 但依然处于说起来重要、
忙起来不要的 “轻视” 中， 限于
零打碎敲、 急抓急用的 “短视”
里， 没有真正放在优先位置紧抓

在手、 常抓不懈。
一个基本共识是， 急救知识

应当成为“必修课”。一方面要增
强公共意识， 把提升全民急救素
养纳入“公共补缺”中，通过公共
职能的延伸、公共管理的完善，让
急救培训进企业、 进学校、 进社
区、进家庭制度化、法治化。尤其
是教师、警察、公交司机等群体，
理当先学一步、学精一点，并作为
岗前考核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
要创新教育形式。 急救知识不能
枯燥无味，内容越是生动有趣、越
是喜闻乐见， 普及方式越是别出
心裁、越是新颖直观，这些知识才
能真正入脑入心。 □徐剑锋

重复回收使用的所谓 “火锅老油”， 其实就是和
地沟油同属回收油的 “潲水油”， 因危害人体健康早
已被明令禁止使用， 在重庆火锅行业却是多年来禁
而不绝。 记者调查发现， 使用 “潲水油” 可以获得
暴利且难以被发现， 违法成本极低， 亟待从源头上
加强整治， 避免 “潲水油” 流向餐桌。 （1月25日新
华网） □赵顺清

春节快递不打烊别遗忘“权益” “考研热”冷思考

短视频不能为了“好玩”
就忽视安全风险

提高技工待遇 培养大国工匠

面对网上流传的一份春节快
递放假时间表 ， 不少消费者担
心， 春节期间的快递能准时送达
吗？ 快递小哥也犯难， 忙碌了一
年，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过年呢？
根据《快递杂志》消息报道，包括
EMS、顺丰、中通、申通、圆通、韵
达、百世、德邦、京东物流、苏宁物
流在内的这十家快递企业均表
示， 今年春节期间不打烊。 （1
月24日 《新京报》）

春节快递不打烊是个好消
息， 一方面能够极大的方便消费
者网购； 另一方面这也能给一些
快递员提供增加收入的机会； 再
者， 从更高一层面而言， 春节快
递不打烊， 是互联网经济发展的

必然要求。
不过 ， 春节快递不能遗忘

“权益” 二字。 首先， 快递小哥
的合法权益。 作为这些快递员，
辛苦劳作一年， 不容易， 现如今
春节不打烊， 意味着一些快递员
也要奋战在工作第一线， 尽管业
务可能不会比平时多， 但其劳动
权益也须得到保障， 比如对于快
递企业而言， 一则加班费与工资
要依法依规给付到位； 二则也应
保障他们的休息权利， 如通过轮
休等。 其次， 消费者的权益。 在
收费方面， 据悉， 按照惯例， 春
节期间， 部分快递企业会加收一
定的服务费 ， 对此消费者也理
解， 但是在涨价幅度上， 也应把

握好 “度”， 切莫成了 “高不可
攀 ”。 因此对于快递企业而言 ，
设定合法合情合理的涨价幅度是
重要基础； 在消费纠纷方面， 在
出现因快递产生的纠纷时， 相关
机制不能缺失， 不能因春节让消
费者权益受伤。

总之， 春节快递不打烊是个
好现象。 为了让这个好现象坚持
下去， 各级邮政管理部门也应发
挥好督促和监管职能， 尽量确保
邮政、 快递企业合理调配人力、
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春节假期“不
休网、不拒收、不积压”。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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