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话短说

10月29日， 2019年国考报名的第八日， 离报名截
止仅剩两天。 据华图教育统计， 截至29日17时， 2019
年国考单日报名数激增 20万人 ， 总数高达 888610
人且 728969通过审核 ， 但 仍 有 132个 岗 位 无 人 问
津 ， 整体平均竞争比为50.1:1。 记者发现， 此次国考
报名出现17个 “千里挑一” 的职位， 国税、 统计局调
查总队和气象局占据了多个席位。 （10月30日 《北京
青年报》） □赵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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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社保“黑名单”制值得期待

■世象漫说

新型学徒制值得大力推崇

盲目考证
并不可取

企业新型学徒制值得大力
推崇。 校企合作实现了让学生
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
合， 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 技
术实现优势互补， 节约了教育
与企业成本， 是一种 “双赢”
模式。

□程汉鹏

■每日观点

提高科学素质
精准识别谣言

玩“家长游戏”就能体验父母艰辛吗

汪昌莲 ：共享单车自诞生以
来 ， 不仅是遭遇了 “成长的烦
恼”， 有的生存艰难、 苟延残喘，
有的甚至已中途夭折。 然而， 共
享单车陷入生存困境， 均与相关
企业经营管理不善脱不了干系 ，
其付出的巨额 “学费 ”， 不能由
用户埋单 ； 而用户遭遇退押金
难， 就是企业在向用户转嫁经营
成本， 损害了公众利益 。 可见 ，
规范共享单车押金， 须完善监管
机制。

规范共享单车押金
须完善监管机制

人社部日前制定了 《社会保
险领域严重失信 “黑名单” 管理
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用人
单位未按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且拒不整改的等六种行为将被列
入 “黑名单 ”， 受到联合惩戒 。
住建部近期起草了 《住房城乡建
设领域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
理暂行办法 (网上征求意见稿)》，
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
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
账户设立手续， 行政处罚决定送
达后仍不执行的等六种情形， 将
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10
月30日中新网）

现实当中， 一些用人单位为
了节省用工成本， 不按规定参加
社会保险， 不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
金， 或者少缴社保费与住房公积金。
虽然执法部门对一些违法企业作出
行政处罚， 但其依然拒不改正， 令
不少劳动者的权益遭受侵犯。

“五险一金” 建立 “黑名单”
制， 社保与住房公积金违法违规
行为将受到联合惩戒， 在政府采
购、交通出行、招投标、生产许可、
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
税收优惠、 评优评先等方面予以
限制， 用人单位不为职工办理社
保与住房公积金， 少缴 “五险一

金”费用，将会为此付出巨大的代
价，令其真正寸步难行，体味到难
以承受之重。这样一来，用人单位
自然就会仔细掂量权衡， 自觉杜
绝不为职工办理社保与住房公积
金以及少缴费用行为。

正因为如此，人们期待“五险
一金”“黑名单” 制能在征求意见
结束后尽快建立起来， 并得到严
格执行，大幅提高用人单位“五险
一金”违法违规行为的成本，起到
促使用人单位减少、杜绝“五险一
金”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为劳
动者办理社保与住房公积金并足
额缴费的积极效用。 □魏文彪

斯涵涵 ：面对几百万的求职
大军， 即便是手握硕士学位， 身
处或即将迈入求职这场拼杀中的
研究生也不淡定了———考证、 辅
修 、 培训 ， 努力以各种砝码加
持， 可以说， “求生欲已经很强
了”。 考证， 几乎是研究生的一
种 “标配 ”， 以至有人调侃说 ，
“没几个证在手， 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读过研。” 盲目考证并不可
取， “考证热”， 不仅浪费了个
体的时间和精力， 对社会公共资
源也是一种无谓的靡耗。

近日， 一款名为 《中国式家
长》 的游戏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可以家长的
角色， 参与规划一个男孩从出生
到高考的过程， 让玩家体会父母
的不易 。 该游戏制作人告诉记
者， 希望让游戏在寓教于乐的同
时， 能让大家对家长角色有一个
反思的机会， 这样玩家们可以更
加理解自己家长的同时， 为自己
如何教育孩子找到更好的方式。
（10月30日 《北京青年报》）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不再扮
演英雄豪侠、 法师术士， 而是过
一把 “家长瘾”， 要把孩子从幼
儿园、 小学、 中学， 一路培养到
考上好大学。 这样的游戏确实接
地气， 制作方的初衷是， 希望该

游戏让有孩子的玩家审视自己和
孩子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让孩子
站在父母角度看待成长的问题。

对于这款游戏， 有人认为在
妙趣横生之时， 又具有丰富的寓
意与现实讽刺性， 深刻表现了家
长普遍望子成龙的心态， 最重要
的是， 能让玩家深切体会父母的
不易。 然而要我看， 又有哪款游
戏会宣称自己是纯粹的娱乐产
品， 不给自己打上主题深刻、 意
义重大的烙印？ 游戏的主题再有
多么高大上， 其本来面目仍是游
戏， 是仅供玩家消遣的。

“纸上得来终觉浅 ， 绝知此
事要躬行。” 同样道理， 要让孩
子体会父母不易， 不能靠游戏，
而是要 “躬行 ” ———亲自实践 。

比如， 有的学校组织学生当 “孕
妈”， 肚子上绑着一定重量的西
瓜或大米， 让孩子们体验在怀里
揣着宝宝的感受， 同时做一些家
务， 体会妈妈的艰辛， 当孩子们
卸下怀里 “甜蜜而辛苦” 的重负

时 ， 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深刻
的。 有的学校还组织学生体验父
母的职业， 体验父母彻夜照顾病
人……这些， 都是活生生的体验
教材， 远非游戏体验能比的。

□何勇海

日前， 人社部、 财政部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
的意见》。 《意见》 明确企业新
型学徒制要按照政府引导、 企业
为主、 院校参与的原则， 全面推
行以 “招工即招生 、 入企即入
校、 企校双师联合培养” 为主要

内容的企业新型学徒制， 进一步
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通过企校合
作、 工学交替方式， 组织企业技
能岗位新招用和转岗等人员参加
企业新型学徒培训。 从今年起到
2020年底， 我国将力争培训50万
以上企业新型学徒。 （10月29日
《北方新报》）

据介绍， 此次企业新型学徒
制将建立企校双师联合培养制
度。 在学徒培养上实行弹性学制
和学分制， 鼓励和支持学徒利用
业余时间分阶段完成学业。 学徒
在学习培训期间， 企业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工资， 且
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
资标准。 学徒每人每年的补贴标

准原则上不低于4000元， 并根据
经济发展、 培训成本、 物价指数
等情况逐步提高。

校企合作、 企业新型学徒制
等人才培养模式， 利于发挥出学
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 共同培养
社会与市场需要的人才， 是职业
教育办学的显著特征之一， 有助
于加强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教学
与生产的结合。 校企双方互相支
持、 互相渗透、 双向介入、 优势
互补、 资源互用、 利益共享， 是
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 促进生产
力发展， 使教育与生产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途径。

正如教育专家认为， 校企合
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要求， 实施

职业教育应当有两个主体， 一是
学校 ， 二是企业 ， 二者缺一不
可。 离开了企业的职业教育， 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随着
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 高技
能人才在各个领域、 岗位上的作
用越来越重要， 先进的技术成果
最终都需要靠技术工人去实现。
大到一个国家， 小到一个企业，
只有拥有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
素质优良的技术工人， 才有可能
发达繁荣。

从技能人才培养的角度来
看，企业新型学徒制、校企合作等
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在对职业能力
的需求导向上，其关键是“双重身
份、双元育人”，即学徒首先是企

业的员工， 同时是职业院校的学
员，既接受学院开设的课程教育，
又直接参与企业生产。在“车间进
校”“企业课堂”中，学校共享了企
业的设备、 人才、 管理和文化资
源， 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实训场所
和高水平的实习“师傅”。

因此， 企业新型学徒制值得
大力推崇。 校企合作实现了让学
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
合， 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 技术
实现优势互补， 节约了教育与企
业成本， 是一种 “双赢 ” 模式。
随着校企合作保障制度的健全，
将会促进校企之间更加紧密地合
作， 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技术
人才。

10月， 天气是冷了， 但谣
言的热度却没有消减， 而且这
个月的谣言还涉及各个领域，
从吃的到用的再到天气， 简直
无孔不入， 让人防不胜防。 谣
言一 ， 柿子和酸奶同吃会致
死； 谣言二， 身份证上贴创可
贴防消磁； 谣言三， 新国标放
宽白砂糖SO2残留量， 威胁健
康； 谣言四， 今年是 “冷冬”，
此后一年比一年冷…… （10月
30日 《科技日报》）

谣言不是玩笑。 一旦谣言
广泛传播， 就会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 ， 有的还会导致严重后
果。 比如， 食品谣言肆虐， 容
易造成社会恐慌， 会对民众身
心健康不利， 还会给食品行业
带来灭顶之灾。

有些造谣者造谣的目的很
单纯， 就是为了好玩———或为
吸引大家注意， 或为赢得更多
点击率 。 有些造谣者 则 别 有
用 心 ， 或 是 商 界 雇 人 抹 黑
竞 争 对 手 ， 或 是 敌 对 势 力
渗 透 我 国 意 识 形 态 。 这 些
谣 言 在 网 络 上 迅 速 传 播 ，
危害极大。

谣言之所以是谣言， 根本
原因在于其不真实。 有人制造
谣言， 这可以理解， 为什么有
人而且是不少人总是信谣传谣
呢？ 信谣传谣者众， 反映出我
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还有待
提高。

公民科学素质不高， 容易
受到谣言误导， 生活水平和质
量也会受到影响。 抵制谣言，
提高科学素质， 不仅需要相关
部门发力， 公民个人也要积极
参与其中。 对公众而言， 要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把学习当
成一份工作、 一份责任、 一份
追求， 让学习成为习惯， 不断
提高自身科学素质， 增强自身
“免疫力 ”， 精准识别各类谣
言， 不受谣言的干扰和欺骗 。
如 果 自 觉 甄 别 谣 言 的 能 力
不 够 ， 我 们 也 有 应 对 谣 言
的 “招数 ” ———看新闻就去
官方、 权威网站看， 可以过滤
谣言； 对来路不明的消息、 新
闻做到不评论不转发， 就可以
终结谣言。

□谢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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