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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报名已进入尾声，大多
数考生已经选好职位准备放手一
搏，然而也有不少考生因为用人
单位设置的“门槛”而被挡在了

“门”外。
家住滕州市的王先生于

2012年毕业于省内一财经类高
校，后选择回枣庄工作，今年又
萌生了想要报考国家公务员的念
头，然而让他郁闷的事儿却接踵
而至。“我刚毕业那会儿也参加
过国考，只不过是‘裸考’上
阵，纯粹是当炮灰去的。今年过
年的时候父母希望我再尝试下公
务员这条路，于是我便辞去了工
作，专心在家复习。没想到前几
天职位表出来后，不仅有限制
2014年应届毕业生这条，而且
还多了一个新的限制——‘报考
专业必须是在学校学习的主专
业’，也就是说如果是第二专业
或者辅修，不管你水平多高也没
资格报。”王先生郁闷地说，之
前他因为喜欢英语便报考了英语
专业，后来又听从家人意见，报
名参加了会计的辅修课程，并交
了一笔不小的辅修费。没想到最
后钱也花了，学位证、学历证也
拿到了，单位居然不认可！

“之前孩子在学校里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主修专业不仅拿到
了英语6级证和专业证书，还拿
下了口语证书等等，在主修专业
成绩不错的情况下，他还拿到了
会计从业资格证，完全具备从事
单位会计岗位的能力，凭什么就
不能让我家孩子报名呢？”王先
生的母亲愤愤地说。

针对此事，某公考辅导机构
的老师说：“出现这种情况主要
是因为大学中很多学生只是为了
多混个文凭，于是选择了辅修或
者学习第二专业，但是他们并没
有真才实学，在国考中他们以第
二专业或者辅修报考后成功进入
单位，无法胜任本职工作，不仅
给用人单位带来了一系列的问
题，还给辅修的考生带来了不良
的影响。同时，很多大学开设辅
修专业却没有合理安排课程，无
论从课程或者是课时来看，主修
与辅修都存在很大差距，辅修学
生想要达到主修学生的水平，更
需要自身的努力，因此，用人单
位设置报考专业需为主修专业也
是事出有因的。”

（特约记者 张敬宇）

“专业需为主修”
把王先生拦在了国考“大门”外

好好的双学位 咋成了“鸡肋”？

22日，我市机器人研究机构工作人员走进一家幼儿园，给孩子们表演机器人“特技”，令他
们大开眼界。下课了，孩子们还拖着工作人员不让走。 （记者 邵士营 摄）

李先生所居住的海河花园和
四季春市场仅一条路之隔，他的
孙子所在的幼儿园，就在该市场
内。李先生说：“我们家到幼儿
园，骑个电动车也就三四分钟的
路程，按理说，接送孩子应该非常
方便，可就是这原本三四分钟的
路程，经常要骑上十几二十分钟，
真是闹心。”

李先生称，幼儿园南 10米左
右，有一家面包房，但是这个面包
房的店面属于违章建筑，“每天早
晨还好，人们一般都7点左右来赶
集，幼儿园的孩子都过了这个高
峰期才来。我每天上班都要从这
里经过，中午是这里最堵的时候，
下班的市民要来这里买菜买饭，
接学生的家长有开车的，也有骑
电动车、三轮车的，把这里堵得水

泄不通。这个面包房所在的那一
段，是整条路最堵的地方，你看它
的店面多伸出去差不多三四米，
很多人从此经过，都会抱怨，磕磕
碰碰更是经常发生。就在21号中
午，我接了孙子以后，就被堵在那
儿了。”李先生又气又无奈地说，

“这个面包房本来有两层，前段时
间，有关部门把二层给拆了，就在
那几天，市场周围的小商贩没有
了，一些乱搭乱建的棚子也被拆
除了，这条路特别通畅，我们好几
个送孩子的家长都拍手称快，可
21号我从那里路过的时候，看到
面包房的东边又开始施工了，难
道商家还要把二层重新盖起来？”

针对李先生的种种疑虑，该
市场管理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市场现在正在进行改造，

预计到今年的 12月份就能完工
了。到时候，小商贩会集中到市
场内经营，市场内部也将由现在
的市场模式改为超市模式，里面
还可能会安装空调，到时候，商家
的经营环境和市民的购物环境将
会大大优化。至于违章建筑，我
们不可能一声令下，就让他们停
止经营，李先生所看到的施工场
面，正是面包房在进行的改造，等
里面的房子装修好了，他就会将
伸到道路上的那部分店面拆除，
这需要一点时间，还请市民耐心
等待。待市场改造完成后，这条
路大概会拓宽到 10米左右，道路
拥堵的现象就将不复存在了。”

（记者 李佼）

日前，滕州市政广场上演出
了柳琴戏《喝面叶》，只见演员
们配合默契、唱功娴熟，博得了
观众的热烈掌声。令人意外的
是，这支清河文艺戏曲演出队全
部由老年人组成，他们中年龄最
小的也超过了 60岁，最大的已
达 88岁高龄，更可贵的是，该
剧团的演出花费历来都是团员们
自掏腰包，这份坚持已经延续了
十七八年了。

侯贺莲是该剧团的团长，用
她的话说，“团长”这个称号只
是随便叫叫，不过是和大家一起
玩玩而已。“我们的剧团是苏清
河创办的，剧团就是用的他的名
字，他会弹琵琶，还很热心，不
断地组织活动。他家里人对他的
行为不太理解，但是他依然带着
我们坚持了下来。”侯贺莲感慨
地说，“剧团刚刚创立时只有三
四个成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
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演员了，除
了雨雪天气和冬天，我们基本每
周演出两场，这些年下来，已经

演了 1000多场了。演出地点通
常选在公园、广场、敬老院、火
车站广场等地，演出用的服装、
音箱、道具甚至戏台全部都是我
们自费的，从不向观众收取一分
钱。我们的乐队队长宗西江今年
70岁，他在我们团也有十几年
了，团里有不少乐器和音响都是
他花钱买的。”

刚开始的时候，侯贺莲等人
并不太会唱戏，不仅唱功粗糙，
还经常不贴弦，为了提高演唱
水平，侯贺莲开始了刻苦的训
练。“每天早上我都早起去野地
里喊嗓子，然后练习吹笙，晚上
躺到床上还在背戏词。”侯贺莲
回忆说，“就这样一年四季地坚
持，现在我已经是主演了，还在
《呼延庆上坟》这出戏里和苏清
河唱对口呢！”

当问起创办这个剧团的初
衷时，侯贺莲脸上便绽开了笑
容，说道：“我们都是爱好文艺
的人，主要表演给滕州的老人
看，只要能够给他们带去欢乐，
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平常都要做
家务、看孩子，只有利用一些空
闲时间才能排练、演出，我们通
过这一场场的演出，生活的烦恼
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样有利于
身心健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
你看，我们团的赵秀英，自己唱
柳琴，她丈夫拉二胡，她哥哥也
来唱大鼓，大家快乐得很！”

（特约记者 侯志龙 赵宁）

滕州老人组剧团
自掏腰包演出忙
最小的60多岁，最大的88岁

每周唱两场，坚持了十七八年

儿孙来看马老太 大包小包往家送

吃不完用不尽 甜蜜成“负担”

一间面包房 挡了回家路
回应：市场正在改造，12月底就能完工

家住薛城区海河花园的李先生

今年50岁，除了本职工作外，他又

承担起了接送孙子上下学的任务，

可就在这上学放学的路上，李先生

真是没少生气。“四季春市场里的路

太堵了，前阵子道路可通畅了，这

不，刚好了两天，‘死灰’又要‘复燃’

了。”李先生郁闷地说。对此，该市

场的工作人员表示，市场改造正在

进行。

今年78岁的马老太独自居住
在北山社区，儿女们经常来看
她，但也都是陪她吃一顿饭就
走。孙子孙女们虽然不是经常
来，但是只要来，都会给她买上
许多大包小包的礼物，吃的、穿
的、用的样样都有。马老太欢喜
的同时，“负担”也越来越重，
自己一个人哪里吃得完、用得完
呢？浪费了又很心疼。

马老太给孩子们说过多次，
以后来看她不要大包小包地给她
买东西，她真的什么都不缺。孩
子们虽然嘴上说记住了，但还是
会换着花样地买。今年八月十
五，马老太特意给孙子打电话交
代，千万不要再给她买什么营养

品了，她不喜欢喝，过年时候买
的家里还有呢。孙子听了奶奶的
话不再买什么营养品，而是买来
了各式各样的面条。他知道奶奶
牙口不好，平时自己吃饭总爱喝
点面条，于是他在超市里买了各
种各样的面条，荞麦的、绿豆
的、粗粮的、鸡蛋的每种各一
把，够马老太喝到过年的。马老
太笑着说：“面条比脑白金好，
可这也太多了。”她把一些平时
很少见到的品种分给了老邻居
们，剩下的她自己也能喝很久。

22日上午，马老太拆开孙女
上个月送来的包装精美的燕麦
片，发现里面的玻璃瓶坏了，包
装的塑料袋也有些破了，麦片漏

了出来。马老太赶紧给孙女打电
话，想让她去找卖家，可孙女在
电话里说，买了都一个月了卖家
不一定给换，还嘱咐道，包装坏
了燕麦片就别要了，千万别觉着
浪费再吃了，万一有碎玻璃在里
面伤到就麻烦了，并表示周末会
再买新的送过去。马老太也清楚
这瓶燕麦不能吃了，可是这么好
的东西让她扔掉，她还是不舍
得。老人年轻的时候过了不少苦
日子，如今虽然生活好了，可是
现在家里就她自己，孩子们买来
东西孝敬她，本是好事儿，可是
她吃得有限，看着好东西因为放
得时间长了都坏了，老人真是又
心疼又难受。 （记者 张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