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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少年的你”远离校园欺凌

珠海特区报
珠海电视台

互动栏目

新华微评
扫码观

看《微评身
边事》节目
视频

近日，国家公务员局发布了
2020 年国考报名最终数据。数据
显示，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0
年度公务员招考共有143.7万人通
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这已经
是国考报名人数连续 12 年破百
万。其中，这次通过审查人数与录
用计划数之比约为 60:1，一些岗位
的竞争程度更是千里挑一。

一年一度的“国考季”又来临
了。热门岗位的“千里挑一”与冷僻
部门的“无人问津”，总能引发舆论
的关注与网民的热议，再加上2020
年国考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务员法》实施后，第一次中央机
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考，其关
注度就更高了。

时下网上的评论大都还集中在
冷、热门岗位的对比上——那些国
考报名的火爆岗位，往往来自大城
市，准考门槛低、就职限制少；而“零
报考”或报考者甚少的岗位，则一般
出现在基层，准考条件高，工作专业
性强。考生们选择的两极分化，不
外乎以后的发展、薪酬的高低以及
自身能力的限制等原因。

国考持续大热，与传统的影响
和现实的需求都有一定关系。一方
面，“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
深远；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国考等各层级的公务员考试，通
过考试就意味着能藉此改变自身的
命运，这也就导致了国考“千军万马
挤独木桥”的现象，也反映了在当前
相当一部分人视国家公务员为“金
饭碗”，让很多的青年才俊在国考路

上前仆后继。
当前，随着高考改革的实施，大

学生早已和“铁饭碗”说了再见，每
年都有数百万大学应届毕业生需要
再次为了生存和发展而战，这也在
很大程度上升温了报考公务员的热
潮。而公务员考试，真的是一劳永
逸吗？“铁饭碗”“金饭碗”真能旱涝
保收吗？

近年来，国家已经开始对公务员
制度进行“刀刃向内”的改革，实施更
严厉的问责制度，已经让这个饭碗变
得越来越不好端了。廉政建设、目标
考核、过错追责等措施，都在努力还
原公务员职业的“公仆属性”，而政府
雇员的出现、新公务员法的正式实
施、公务员纳入社保体系等一系列举
措，也让公务员正在逐渐改变以往那
种“旱涝保收”“事实终身制”的旧体
制，重新塑造“人民公仆”的形象和定
义。希望有志于公务员职业的青年
能够看到，这份职业背后“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与担当、责任和作为。

其实，不论是自主创业、到公司
企业上班，还是做公务员，任何一个
选项不过是个人对于职业的选择，
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还是要看选
择的初衷是什么，是单纯为了就业，
还是为了理想追求？是为了安逸稳
定，还是想闯出一番天地？60:1 的
录取比例，意味着绝大多数考生会
在国考中失利，但在这个充满机遇
与挑战的新时代，实现个人价值的
平台不止一个，在不一样的道路上，
同样会有不一样的精彩人生！

（撰稿：李勇智）

国考报名连续12年
破百万说明了什么？

□辛识平

最近，电影《少年的你》热映。
影片中，胡小蝶、陈念等遭受校园暴
力的“花季少年”令人心疼，再次唤
起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关注。

现实生活中，校园欺凌事件时
有发生。据最高检今年5月发布的
数据，2018 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
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案件3407人，
起诉 5750 人。而这或许只是冰山
一角，因为不少遭受欺凌的孩子选
择了沉默。

校园欺凌之所以出现，背后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规范不健
全、惩戒机制震慑力不够的原因，也有
缺乏引导、防范不力、管理失当等原
因。在一些学校，欺凌现象要么被当
作正常打闹而不被重视，要么被“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凡此种种，都在无
形中助长了校园“霸王”的气焰，加大
了治理的难度。也正因如此，影片中
陈念那句“谁能帮我”的痛切反问，才
会格外触动人心、发人深省。

让孩子们远离欺凌的困扰，不仅
关系着千万家庭的幸福，也是社会治

理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从《关于防
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
见》到《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
方案》，都是在向校园欺凌行为“亮
剑”，旨在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日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未成年人保
护法修订草案，提出的建立校园欺
凌防控制度等举措成为社会关注热
点。对教职员工、学生开展防治学
生欺凌的培训和教育；配合有关部
门，根据欺凌行为性质和严重程度，
依法对实施欺凌行为的未成年学生

予以教育、矫治或者处罚……一系
列措施明确了学校和家庭等各方的
责任，让处理校园欺凌案件有法可
依，将为防治校园欺凌注入新动力。

学校欺凌现象，多发生在校园，
却不只是校园问题；以暴力为主要
表现形式，却又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伤害。治理校园欺凌，是一项各方
参与、共同发力的系统工程。只有
学校、家庭、社会各司其职、各尽其
力，每一个“少年的你”才能在阳光
下健康成长。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徐剑锋

“你们3个人吃饭，点三四个菜
就够了。”27日19时左右，在白蕉金
胜美食酒家的晚饭时间，该酒家的
服务员正在提醒顾客适度点餐。类
似这样的场景，经常会出现在益利、
盈亨、东海、扬叔牛扒等斗门区内名
气较大的餐饮店内，通过服务员的
合理引导，提醒顾客“适度点餐、合
理消费”。（本报10月29日07版）

斗门区持续开展“文明餐桌行
动”，剩菜“打包”蔚然成风，“光盘侠”
越来越多，“小餐桌，大文明”已从一句
口号变成了务实行动。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老道
理已经讲过无数年。近年来兴起的

“光盘行动”曾经掀起了一股“小餐桌、
大文明”的新风，收获的成效有目共睹。

少点一道菜，不够时再加；多打一
个包，吃不了带回家，这些其实都是分
分钟都能做到的事情。但要改变生活
中的一些陋习，有时却并非易事，治理

“舌尖上的浪费”任重而道远。
中国人讲究待客之道、“面子文

化”，习惯于用丰盛的菜肴招待贵宾、
宴请亲朋，有的甚至以菜肴丰盛、高档

来体现“热情”。这种消费观念由来
已久，彻底改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
攻坚战，必须不断强化“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的意识培养。一方面要
通过大张旗鼓的舆论宣传和媒体曝
光，在全社会形成“成由勤俭败由
奢”“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良
好风尚，积极改变“浪费点不算什
么”的陈旧观念，真正把餐桌浪费之
风、奢侈攀比之风刹下去；另一方面
要通过领导干部带头、示范，带动广
大市民积极响应，从我做起、向我看
齐、对我监督，让文明的就餐方式成
为餐饮行业的新航标。

发挥餐饮企业的引导作用，打
通“文明餐桌行动”“最后一公里”。

餐馆饭店在治理“剩宴”上责无旁
贷，需要找准更好的发力点。比如，
可以实行文明用餐“适量”提醒、“吃
完有奖”等制度，将“光盘”服务纳入
文明创建范畴，像是否提醒打包、是
否提供免费打包盒等，都可列入考
评内容。对餐厨垃圾可提高处理
费、建立超量浪费“黑名单”预警制
度。只要切实加强制度约束、强化
督促检查，并不断加大奖惩问责力
度，才能聚合崇俭抑奢的正能量。

让“光盘行动”驰而不息，每一
个珠海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必须从
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持之以恒将
节俭养德长记于心，让追求简朴的
同频共振蔚然成风。

让“光盘行动”驰而不息需从自身做起

没有下载和注册过任何校园
贷的APP，却接到能注销校园贷
额度的电话，对方甚至能清楚说
出你的身份证号、姓名及所毕业
的学校……小心，是新型诈骗！
近日，珠海的黄女士遇到了类似
事件，最终被骗走约27万元。珠
海警方提醒，不要轻信这些“校园
贷注销”电话，防止上当受骗。（本
报10月29日06版）

曾几何时，“校园贷”让无数

学生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在公安、
教育等部门的打击和宣传下，“校园
贷”诈骗案例已越来越少。但诈骗
犯总会变着法子重新“开张”，因此，

“注销校园贷”这壶“新酒”又装在
“校园贷”这个“旧壶”里了。

其实，诈骗者的伎俩明眼人一
看就知，但总是有些人轻易上当。
公安部门的提示既清晰又明了，学
校老师也大张旗鼓进行过宣传教
育，为何仍会掉入这个陷阱里呢？

这说明，有些人还是没把“不听、
不信、不转账”的提醒教育放在心
上。另外心理素质也有待加强，
别一听是“警方”电话就乱了分
寸，应该静下心来，仔细想想，自
己没做过的事，有什么值得紧张
的呢？还有，遇到这样的事，亲爱
的事主，拨打一下 110 电话咨询
一下有那么难吗？

点评：高 飞
漫画：于仁智

小心换了“马甲”的“校园贷”

□房清江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29
日指出，各有关部门将协同联动，力
争通过3到5年的努力，文明乡风管
理机制和工作制度基本健全，农村
陈规陋习蔓延势头要得到有效遏
制。（10月29日中国新闻网）

农村陈规陋习，诸如天价彩礼
“娶不起”、豪华丧葬“死不起”、名目繁
多的人情礼金“还不起”以及孝道式
微、农村老人“老无所养”等问题，一直
饱受诟病，虽然在一些地方尝试了治
理，但问题依然很大，从而证明了这
些陈规陋习治理起来非一日之功。

一方面这些陋习裹挟着地方由
来已久的风俗，内在的利益关联让
广大村民不堪重负、苦不堪言。要
移风易俗换观念、改善环境换土壤，
让群众走出困境，需要一定的时间
周期，另外，这些陈规陋习，大多属
于民事领域、道德范畴，如彩礼多
少、礼金厚薄，很难纳入行政管控来
强制约束。

事实上，近些年一些地方以政

府文件的形式，给一些陈规陋习制
订标准、设置禁令，建立类似行政执
行的管理手段以及一些与村民利益
相关的与各种补贴、惠农惠民政策
待遇挂钩的处罚手段，尽管这些举
措出发点是好的，但都有权力越位
的嫌疑。

农村陈规陋习尽管饱受诟病，
但涉及面广，涉及的领域多，既要正
视其历史惯性，也要尊重客观现实，
要对症下药、细火慢功，把工作做在
基层、做到群众心里，通过激活群众
的热情，培养群众的意识，逐步形成
弘扬新风的行为自觉。

因此，国家层面制定的《关于
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
风的指导意见》，更大的意义是确
立积极稳妥的治理导向。一方面
是正视现实，不急于求成，“力争通
过 3 到 5 年的努力，农村陈规陋习
蔓延势头要得到有效遏制”，这就
要求地方政府在治理上有所作为，
但要注重过程；另一方面则要强调
科学有效的治理办法，要坚持依靠
群众、要依法依规、加强教育引导
和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标本兼
治，以村规民约自我治理为主，辅
以德治与必要的法治作为“催化
剂”，引导农村内部移风易俗的“化
学反应”，净化农村风气，实现内生
文明的养成。

治理农村陈规陋习需要细火慢功最近，“区块链”刷屏了。就
在人们纷纷了解什么是“区块
链”的时候，一些企业和机构热
衷于“蹭概念”，各种所谓研究报
告满天飞，炒作虚拟货币的行为
也有所抬头。区块链是新生事
物，我们要在这个新兴领域占据
制高点，更应打牢基础、扎实推
进，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
手中。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浮躁，
多一些专注持久的定力，区块链
行业才能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别让炒作之风干扰
区块链健康发展

老房子装修，难免影响邻居，
也容易产生矛盾。四川绵阳一对
夫妇用挨家挨户登门沟通的方
式，得到了邻居们的谅解，在朋友
圈收获“中国好邻居”的点赞。人
与人交往，重在一个“诚”字。用
真诚对待别人，以尊重释放善意，
就能及时化解磕磕碰碰，拉近邻
里之间的距离。相逢是缘分，相
知是情分。多一点换位思考，多
一些相互理解，我们共同生活的
家园将会洒满阳光，让人暖心、舒
心。

这样的“中国好邻
居”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