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8日23时59分， 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
生6.2级地震。 19日， 在大河家镇大河村安置点，
甘肃省兰州市一家牛肉面馆老板自发免费为受灾
群众送来爱心牛肉面。 老板表示， 他学了这么好
的一门手艺， 就想为自己的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点评： 家乡人受灾， 老板自发为乡里乡亲送
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用家乡味道温暖家
乡人。

■本期点评 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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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山东滨州， 一家人躺在雪地上复
刻小时候的照片， 全家人笑容满满， 幸福不觉溢
出屏幕。 女生表示头上戴的虽然不是儿时那顶帽
子， 但也是妈妈亲手织的。

点评： 同样的雪地上， 同样的一家三口， 虽
然时光已流逝多年， 但他们笑容没有变， 幸福也
没有变， 让人感动。

12月19日 ， 江苏苏州一网友自制精美 “虾
灯” 引发关注。 “虾灯” 的虾钳、 虾须十分逼真，
将 “虾灯” 展开后， 实物更加活灵活现， 据虾灯
制作者徐海罡介绍： 花灯制作用时两个半月左右，
初衷是为了复原明代画作上元灯彩图中各种各样
的花灯。

点评： 经常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古人举行花灯
比赛的描写， 当时不能想象是如何的场景， 看到
网友复原的花灯之后， 让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古
人的精湛技艺。

近日， 下雪天， 德州市陵城区一市民路遇一
名外卖小哥徒步送外卖。 虽然不顺路， 但想 “捎”
他一段， 于是邀请外卖小哥上车， 并将他送到了
10公里外的目的地。

点评： 雪天冷， 人心暖。 能为外卖小哥停车，
虽然不顺路也愿意送他， 说明这位市民也很有爱
心。 让我们一起多关心风雪中的小哥们。

起源于广西的网络舞蹈 “科目三” 在中国火
出圈后， 逐渐走向海外，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赢得
了一些反响。 12月15日， 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在
《天鹅湖》 谢幕时跳起 “科目三”， 让现场气氛再
次达到高潮。 12月9日晚， 在上海举办的2023世
界体育舞蹈大奖赛总决赛的开场表演中， 世界拉
丁舞冠军克里斯蒂娜也跳起了 “科目三”。

点评： “科目三” 之所以火爆网络， 或许得
益于它欢快的歌曲和 “洗脑” 的韵律感染， 容易
让人跟着视频里的人抖起来。 不管怎样， 大家开
心就好。

“科目三”火到国外
快乐是不分国界的

零下10℃老板免费送面
一碗牛肉面暖胃又暖心

男生自制精美“虾灯”
栩栩如生十分惊艳

路遇外卖小哥徒步送外卖
好心市民“捎”他一段

如今， 在年轻人中， 为了更好地在职场打
拼， 这 “迷” 那 “迷” 多得是， 这并不奇怪。 不
过， 当我听到有一批狂热的 “薅证迷” 时， 还是
不禁为之瞠目。 据报道说， 近期在网络上出现了
一些 “薅证族”， 他们晒自己获得的各种证书，
并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拿证心得。 甚至有人称一年
多的时间里先后拿到345本证书。 在这些证书中，
职业跨度很大， 甚至好多都与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不相干。

人的精力有限。 每个人除了必要的吃饭、 睡
眠之外， 用于工作、 学习、 生活的时间也十分有
限。 所以这个网友以这样一个令人惊奇的薅证数
据， 显示自己的考证 “才干”， 只能令人大跌眼
镜， 并进而怀疑他是否把力量使对了地方。

经过查询相关报道才知道， 像上述的薅证狂
人， 这几年出现的还不少。 有的人在大学求学期
间就开始玩命薅证， 虽然那时并不清楚自己今后
要从事的职业。 这些热衷薅证的人还有专门的薅
证群， 大家会互相分享如何考取证书， 也会分享
各类证书的用途。 据知情者透露， 群里大部分人
“薅证” 的目的是提升自己的能力， 也有一部分
人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在做这件事。

我并不反对年轻人业余时间考证， 但对这种
薅证的做法还是很质疑的： 如果不考虑证书对自
己今后的职业生涯、 现在的工作、 将来的跳槽、
知识的有效储备等是否有必然联系， 也不考虑这
些证书对自己职业发展是否有直接帮助， 花费大
量精力去考证是否真的有必要呢？ 比如， 如果你
在做单位的会计工作， 那么顺理成章应考取会计
证； 如果你在做法律方面的工作， 那么你考取司
法资格证肯定属于加分项。 但一个会计师非要去
考一个钓鱼资格证， 这就可以打个疑问号了。

因为聘用单位， 看重的更多是从业经历。 与
其有几十本证书， 不如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能，
或者有一本高级专业证书管用， 哪怕是参与一项
相关的实习经历， 都比这些乱七八糟证书更有说
服力和吸引力。

有人梳理网络信息发现， 每年都会有人汇总
一些 “含金量最高” “必考” 的证书， 有统计称
大学生可考证书种类多达100余种。 前两年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 对1515名职
场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4.9%的受访者坦言
考证是为了缓解职场压力， 给自己创造更多机
会； 45.8%的受访者觉得是因为缺乏明确的目标，
只是为考证而考证。

为了应对职场的压力和竞争力， 很多人就想
到用薅证来缓解压力， 增加自己的就业砝码。 不
过， 盲目去薅证， 不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即将
从事的职业去薅证， 对个人来说获益可能并不
多。 薅的证书越多， 只能说明自己的迷茫。 当用
人单位看到这些五花八门的证书， 只能是相反的
印象， 不大可能对求职者的印象加分。

其实国家对职业资格并不是无限地膨胀的，
相反在不断地瘦身。 2021年优化后的目录仅包含
72项职业资格。 也就是说， 除此之外很多证书都
未经国家认定。 拿到证书也不能证明什么， 其它
的证书只能是自娱自乐的行为。 企业招聘员工，
更重要的是看未来的员工与岗位的适配度， 而不
是一堆无关紧要的证书。

由此看来， 盲目薅证， 不仅会浪费大量自我
提升和成长的时间， 还容易产生虚假努力错觉，
耽误未来的前程， 甚至成为求职的绊脚石。 集中
精力， 专精一两门职业技能， 这才是求职的王
道。

山东爸妈陪女儿躺雪地
复刻儿时照片

沉迷于“薅证”
可能让求职路走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