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毕业季临近， 高校毕业
生 就 业 工 作 进 入 关 键 时 期 。
线 上 线下招聘 、 双选会 、 一对
一帮扶……目前， 各地各高校正
使出浑身解数， 帮助毕业生顺利
就业、 尽早就业。 然而， 如此的
“热心” 并不是所有学生都买账。
一 些 学 生 抱 怨 学 校 开 展 就 业
服 务 “形式大于内容 ”， 有学生
表示学校提供的招聘岗位与专业

无关， 还有学生因学院强制 “拉
人 头 ” 对 就 业 指 导 课 程 产 生
逆反情绪。 （6月19日 《工人日
报》）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
才资源， 是保就业稳就业的重点
群体。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1158
万人， 创历史新高， 就业形势更
加严峻。 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
就业， 教育部开展了2023届高校
毕业生就业 “百日冲刺” 行动，
各高校多措并举， 以更加热心的
服务促进广大毕业生与用人单位
精准对接， 有力坚定了广大学子
的求职信心， 进一步稳定了就业
市场和社会预期。

但我们也应看到， 各高校提
供的就业服务并非十全十美。 比
如， 一些高校为完成就业考核任
务， 频频催促毕业生确定就业去
向， 对其是否已真正就业则漠不
关心； 更有甚者， 一些高校在就

业服务方面只重 “面子” 而忽视
“里子”， 致使提供的 “热心” 服
务 “货不对板” 而遭到吐槽。

高校使出浑身解数却 “热脸
贴冷屁股”， 病根在于单纯以就
业率数据为标准的高校就业工作
考核机制。 面对就业率决定就业
工作成败的考核 “指挥棒”， 不
少高校宁可搞 “数据美容”， 也
不愿更新服务理念、 实打实地指
导毕业生就业。 鉴于此， 高校还
应摒弃 “唯就业率论成败” 的就
业工作理念， 用心用情为毕业生
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

从过往的实践经验看， 高校
提供的 “热心” 就业服务 “货不
对板”， 一个重要因素是就业供
需信息的不匹配。 高校作为为毕
业生提供就业服务信息的 “第一
站”， 必须结合各项就业创业扶
持政策， 为毕业生建立台账， 根
据学历条件、 个人意愿精准匹配

岗位， 让求职目标更具体。 换言
之， 高校只有在促就业信息的匹
配上做足绣花功夫， 才能提升毕
业生就业的实效性， 实现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各尽所用的双向奔
赴。

从深层次上看， 高校提供的
“热心” 就业服务 “货不对板”，
虽然与学校力量不足难以全面精
准提供就业服务、 就业服务需求
众 口 难 调 等 因 素 有 关 ， 关 键
在 于 毕业生能力与实际需求不
相符。 长期以来， 我国普通高校
专业课程与就业岗位不相适应的
问题客观存在， 高校即使再 “热
心”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也
因 “人岗不适” 问题的掣肘而收
效 甚 微 。 所 以 ， 高 校 要 让 自
己 提 供的就业服务能使毕业生
真正受益， 还应为在校生做好职
业生涯规划， 让其深入了解本专
业的就业前景。 其中尤为重要的

一环， 就是高校要积极引导企业
以更明确的用工需求参与人才培
养， 为应届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
实习机会， 合力提高应届生的劳
动技能。 一旦校企合作培养 “人
岗匹配” 的劳动者形成了良性循
环， 那么高校为毕业生提供的
“ 热 心 ” 就业服务必能实至名
归。

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民生福
祉、 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 不让
高校提供的 “热心 ” 就业服务
“货不对板”， 既要求相关部门改
革单纯以就业率为标准的高校就
业工作考核制度， 又要求高校精
准施策 、 务求实效地丰富劳动
技能培养手段， 在 “重面子” 的
时候， 更要 “重里子”， 一切以
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根本
目标， 如此， 才能有针对性地提
供 “热心” 就业服务， 助力广大
学子迈好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随着网络社交平台兴起， 有的当事人一遇到矛盾纠
纷， 就选择在网上宣泄负面情绪， 肆意用不堪言语指责
辱骂对方。 殊不知，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 如果口无遮
拦， 利用网络随意对他人发表不当言论发泄私愤， 当心
触犯法律被追责。 记者近日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
广东法院近年来就审理了多起因当事人在网上发表不当
言论引发的名誉权纠纷， 被认定侵权的案件往往判决都
是以消除影响为主， 例如删帖、 公开道歉， 有的还要赔
偿对方精神损失。 （6月19日 《广州日报》） □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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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就业关系民
生福祉、 经济发展和国家未
来 ， 不让高校提供的 “热
心” 就业服务 “货不对板”，
既要求相关部门改革单纯以
就业率为标准的高校就业工
作考核制度， 又要求高校精
准施策、 务求实效地丰富劳
动技能培养手段。

■世象漫说

市场监管总局、 商务部日前
联合印发 《关于发挥网络餐饮平
台引领带动作用 有效防范外卖
食品浪费的指导意见》， 落实反
食品浪费法等法律规定， 充分发
挥平台企业引领带动作用， 增强
平台内商户和消费者的文明消费
意识， 形成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
的良好社会风尚， 促进网络餐饮
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6月19日
《经济日报》）

当下， 随着网络订餐的方便
和快捷， 越来越多的人， 尤其是
年轻人习惯于 “叫外卖”。 然而，
“外卖经济” 升温的同时， 其背
后的餐饮浪费现象也不容小视。
据了解， 由于菜量大、 份量足、
口味不合等诸多原因， 外卖 “吃
一半扔一半” 的现象较为普遍，
致使外卖成为餐饮浪费的 “重灾
区” 和 “高发区”。

笔者以为， 遏制外卖浪费需
要多方发力。

首先， 外卖商家要发力。 外
卖商家除了尽到 “适量点餐， 避
免浪费” 的提醒外， 更要在 “小
份菜” “小份饭” “制作工艺”
“丰富菜品” “口味偏好” 等方
面下足功夫， 让消费者能够做到
按需适量点餐。

其次， 行业组织要发力。 相
关餐饮行业组织要加强指导， 既
要督促外卖商家守护外卖安全，
又要遏制外卖浪费， 比如强化信
息公开和提示责任， 补足消费者
在外卖消费中信息方面的短板，
帮助消费者精准判断浪费的边
界。

其三， 消费者要发力。 消费
者在点外卖时要根据自己的食量
点餐， 养成不贪多， 不偏食， 不
挑食的健康合理就餐方式， 践行
“光盘行动”， 做一名 “光盘者”。
切忌存有 “我的外卖我做主” 的
思想， 而 “吃一半扔一半”， 任
由外卖造成严重浪费。

遏制外卖浪费还需久久为
功。 相信， 只要外卖商家、 行业
组织、 消费者， 包括执法部门都
能形成联动， 共同发力， 就一定
能有效遏制 “外卖浪费” 行为，
从而形成勤俭节约的外卖 “新食
尚”。 □魏芳

网上乱骂人 当心被追责

近日， 房山区青龙湖镇总工
会举办了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
应急” 安康杯知识竞赛。 全区30
个村 （社区）、 镇域内企业以及
承建房山区青龙湖安置房项目的
中建一局共100余人参加比赛 。
（6月19日 《劳动午报》）

“安康杯” 竞赛活动是工会
工作的一个重要品牌， 是劳动竞
赛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具体应
用 、 实践和延伸 。 通过形式多
样、 内容丰富的竞赛活动， 既展
现了职工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
知识储量， 深化了职工劳动安全

知识的普及， 又让职工学到了安
全知识， 有效提升广大职工安全
健康意识和技能。

然而， 在现实中， 由于少数
企业思想上不够重视， 导致 “安
康杯” 竞赛活动没有发挥出应有
的作用。 比如， 有的竞赛内容千
篇一律， 形式上缺乏创新性， 尽
管每年都搞竞赛， 但内容却大同
小异； 有的激励制度不科学， 职
工参赛的积极性不高、 参赛面不
普遍 ； 有的竞赛图形式 、 走过
场， 单纯为竞赛而竞赛； 还有的
检查不及时， 整改不到位， 隐患

不清除， 让劳动竞赛大打折扣。
笔者以为， 各地要积极探索

竞赛活动的新途径、 新方法， 不
断拓展竞赛活动形式、 内容和载
体， 将 “安康杯” 竞赛与劳动和
技能竞赛、 工会劳动保护以及群
防群治、 隐患治理等工作有机融
合， 把安全培训、 警示教育、 应
急救护等内容设计到竞赛活动
中， 将技术比拼与安全生产相结
合， 让安全生产变成广大职工的
自觉行动， 形成一种强大的安全
责任文化， 从而为企业筑牢安全
防线。 □刘予涵

■有感而发

关育兵： 现在的各大电商平
台促销活动越来越复杂， 从红包
到多件打折， 从VIP券到专属优
惠券……要想享受到其中的优
惠，消费者越来越烧脑，需要反反
复复的计算。 购物本是一件愉快
的事，烧脑的设计，并不适宜快乐
购物的原则。要想吸引消费者，促
销活动就应改变“换汤不换药”的
套路， 以更真诚实惠的方式为消
费者让利， 让网络购物变得简单
一些，才能最终取得双赢的效果。

李雪：“这样的商家我必须曝
光你！咱们先看视频……”在各类
社交平台上， 你一定刷到过类似
的视频。 不过，如果耐心看完，你
就会发现， 视频后面内容实际上
是在推广某个商品， 甚至视频下
方还会挂上商品链接。然而，它们
中部分打着“第三方”“中立”测评
的旗号， 实际上干的却是营销的
生意。对“第三方测评” 乱象， 监
管部门当加大监管力度， 对于涉
嫌违法违规的， 要依法治理。

在广东深圳一建筑工地上，
两名工人与 “建筑工友笑脸墙”
合影 。 “我们要让一线工人把
项目当作自己的家。” 中建二局
一公司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医技
内科楼项目党支部书记孟金龙表
示， “建筑工友笑脸墙” 展示了
工人风采， 体现了企业对工友的
人 文 关 怀 。 据 介 绍 ， “笑 脸
墙 ” 为规范一线工人的安全防
护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照片
里 ， 工 人 们 都 按 要 求 穿 戴 好
防 护 用品 ， 在潜移默化中促进
了安全教育。 （6月16日 《工人
日报》）

从画面上看， 这些职工都按

要求佩戴上了安全帽， 着装也很
规范， 他们脸上甜甜的笑容， 看
上去亲切可爱。 笔者认为， 在建
筑工地设立 “笑脸墙”， 是安全
生产宣传教育的创新做法， 值得
学习借鉴。

工地是建筑工人每天进出最
频繁的地方， 企业将他们的个人
笑脸展示在 “笑脸墙” 上， 既体
现了企业的人文关怀， 又能让他
们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关爱和温
暖。 同时， “笑脸墙” 还能起到
安全教育警示作用。 众所周知，
佩戴安全帽等相应防护用品是职
工工作时的标配。 特别是佩戴安
全帽， 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

松。 现实工作中， 一些人在工作
时因没有佩戴安全帽， 导致安全
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有的还因此
酿成悲剧。

建筑工人每天在工地上看到

自己的 “笑脸”， 还能让他们养
成上班时自觉佩戴安全帽的好习
惯， 潜移默化中增强他们的安全
意识， 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赵杰昌

擦亮“安康杯”竞赛品牌要多些创新勿让网购
变成“烧脑套路”

高校就业服务“重面子”更要“重里子”

让“建筑工友笑脸墙”变“平安墙”

“第三方测评”乱象
亟待依法治理

遏制外卖浪费
还需久久为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