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东省拟定禁止“啃老”入法引起广泛关注，掀起
了对“啃老”现象的又一轮讨论热潮。中国的家长往往给予
孩子过多的关注和照顾，而没有给孩子独立发展的空间，以
至他们即使长大成人，在心理上也很难真正成熟，认识到自
己的社会责任，认识到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另一方面，社会
没有给教育生产线上，每年数百万的毕业生们提供足够多
的岗位和足够均等的发展机会，在就业难和高房价的压力
下，“啃老”成了一些年轻人唯一的选择。这不是一家一户的
问题，而已经成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

各位读者，你如果对“啃老”问题颇有感触，欢迎拿起笔
来，写出你的心声。

今日观察

徐剑锋

招聘员工为何要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资
格？近日，湖北省宜昌市工商局公开招聘工
作人员，其中两个普通综合管理职位，被网
友疑为“萝卜招聘”。宜昌市工商局人事部
门一工作人员回应称，招聘启事上这两个部
门经常搞活动，需要招聘运动人才。

（7月20日《现代快报》）

哈尔滨呼兰区地税局“乒乓球招聘”的
余波还未散尽，宜昌工商局又冒出“国家二

级运动员”的招聘闹剧，“奇葩招聘”真是
有点儿“疯狂”。人们所关注的，不只是奇
葩条件有多么荒诞，而是其背后可能暗藏的
权力寻租。

“奇葩招聘”饱受诟病，无论披上什么马
甲，不管“剧情”有多精彩，其本质是利用公共
权力满足私利，而且总有个“理直气壮”的“雷
人”回答。工商局普通管理职位与体育运动
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却以“经常搞活动”为
由要招聘学士学位的运动人才。且不说这样
的“回应”太过矫情也站不住脚，如此“奇才”
又有多少人可以“对号入座”，怎不是典型的

“因人设岗”？
需要指出的是，每一起“奇葩招聘”

被聚焦，基本上是依靠网络监督的力量曝
光，且循着“慢慢吞吞调查——轻描淡写回
应——不痛不痒处理”的轨迹发展。吊诡的
是，即便事实十分清晰、证据也很充分，但
不光对忽悠公众的“雷人”回答少问责，而
且在违规处理上也是能拖则拖、不了了之。
毫不客气地说，问责惩戒力度的绵软，是造
成“奇葩招聘”此起彼伏的重要内因。

事实上，在公职人员的招聘上，我们并
不缺少制度，但奉行于行政体制和长官意
志，招聘条件“私人定制”也好，操作程序

“量身定做”也罢，在“权力大于制度”的
语境下，有时只要领导一插手、一发话、一
干预，“制度失灵”也就顺理成章了。何

况，打着领导集体性质的决策幌子，“法不
责众”更是挡箭牌。

其实，“奇葩招聘”就是一封举报信。
在这背后，是哪些官员在用“权力”左右招
聘？招聘条件是谁定制并拍板的？招聘资质
审核又是如何进行的？这些问题不查清，权
力“污泥”不铲除，“奇葩招聘”就会成为
打不死的“小强”。

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指出的那样：“清除
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
放置苹果的筐子。”让招聘的“苹果”不烂在奇
葩的“筐”里，靠法治说话，需制度重构，招聘
管理体系必须划出“红线”，并辅以严厉的问
责机制来保证招聘程序正义。

“奇葩招聘”缘何成打不死的“小强”？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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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忠群

近日，枣庄市教育局出台《枣
庄市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見
要求为加强枣庄市中小学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学校要利用地方
课程或校本课程开设心理健康教
育课，并且要配备专兼职教师。

多年来，在应试教育的大背
景下，我们往往把知识的传授放
在首位，加上教育行为和教育理
念的不当，忽视了教师在人文素
质上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而现行
的思想品德课程，又不同程度的
存在着缺乏系统的人文关怀，学
生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都很少
受过相对系统的人文道德教育，
加上周围环境中负面信息的影
响，出现不健康的心理问题是难
免的，有数据表明，大学生有心理
问题者约为 37%，中小学生也在
三成以上。

目前在中小学学生之中有弱
势群体子女、单亲家庭、无亲家
庭、流动人口子女和农村留守子
女，由于家庭环境的特殊，关爱的
缺失，这些孩子的心理极易受到
不同程度的扭曲，从而造成道德
信仰的缺位、人文修养的缺失，给
他们的成长造成很大的障碍，甚

至走向极端。
在有心理问题的众多表现

中，逆反心理是常见的现象之
一，但逆反心理也是一种自然的
心理现象，这也是青少年成长中
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对于来自家长、亲朋和老师
的批评、教诲，他们往往持抵触
和反对态度，他们总认为自己不
受疼爱、不被理解，干脆“破罐
子破摔”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教育的方式
和方法不当，必定会适得其反，
导致孩子们的心理轨迹偏得越来
越远，进而有可能发生悲剧。

如果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中
把人文关怀放在首位，方方面面
给以慈父慈母般的关爱，让他们
打心眼里倍感温暖、滋润，长时间
的人文关怀缺失就可以得到补
偿。那么逆反情绪会得到宣泄和
释放，扭曲的思维会得到扶正，进
而让他们心理回归到正常轨道，
健健康康的成长。

担任心理健康教育课的辅
导老师们，能让自己的思想和
人文道德具有让学生高山仰止
的水平和境界，去感化他们，
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健
康心理的乐趣，把自己的身心
融入到普通学生祥和的氛围中
去，相信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也 会 起 到 “ 锦 上 添 花 ” 的 作
用，效果会更加理想！

心理健康教育 从人文关怀入手

曲征

华中农业大学“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任课老师李
厚刚，给91名抄袭他人作品的
学生打了0分，其中2名学生竟
然原文照抄小学生的读书笔记
范文，此事引发该校诸多师生
高度关注。李厚刚老师表示，
因为91个0分让他和一批同学
关系非常紧张，他做好了挨骂
的准备，但他对下重手并不后
悔。

（7月20日《楚天都市报》）

看得出，李厚刚老师是一
名严谨治学、对学生要求严格
的老师。在目前大学教育现实
状况之下，这样的老师并不多
见。随着大学不断扩招，生源
成为一些大学最为关注的焦
点，至于学生是否真正学到科
学文化知识，反而成了次要的
问题。于是，学习松懈、考试
抄袭，甚至写篇读书笔记也要

到网上搜索一番，将别人的东
西堂而皇之地变成自己的东
西，似乎也成了一件稀松平常
的事情。

不仅如此，一些大学，为
了保证学生能够以“优异成
绩”毕业，博得一个“好大
学”的声誉，对于学生向老师
索分要分的现象也是睁只眼闭
只眼。有的学校领导和大学教
师，甚至还出面为自己亲近的
同学向授课教师提出成绩加
分。所有这些，都说明“宽进
宽出”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的明
规则。

在此背景下，出来一个比
较严谨的老师，许多人就受不
了了，就要与老师在情感上产
生摩擦，甚至要骂老师。但抄
袭别人的东西，本就是一种不
劳而获的卑劣行为，理应得到
零分。又想“拿来主义”，又想
蒙混过关，世间哪有这样的好
事？实际上，将抄袭者判零分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此事
件中，理亏的、怀有负疚感
的，应该是抄袭者而非严谨治

学的老师，但是李老师反而提
心吊胆，不断地解释“是被逼
到底线才下的重手”，并做好挨
骂的准备，这不是很反常吗？！
而反常现象的背后，恰恰折射
出大学缺乏严谨治学、对学生
管理松懈的问题。

大学生抄袭贻害无穷。抄
袭行为不只是不劳而获，还是
不诚实、自欺欺人的表现，这
种品质会延伸到抄袭者走进工
作单位、走向社会，因此及时
予以纠正、给予适当惩罚，是
完全必要的。

换一个角度看，李老师的
严格，会让91名同学重修这门
课程，但这何尝不是对学生的
一种警示、一种提醒？这种警
示与提醒会变成危机感，逼迫
学生自我加压、自我督促，避
免以后犯更大的错误。学生们
牢记这次教训，在今后的人生
道路上，做事不侥幸，为人不
自欺，老老实实做事，规规矩
矩做人。这样来看，这91名同
学不但不该骂老师，还应该感
谢老师呢。

零分给抄袭者上一课

百姓说话

@邱晓华（经济学家）：眼下的
中国经济既不具备大幅回升的条
件，也不存在大幅回落的可能，
更大可能性就是沿着七上八下左
右的轨道小幅波动前行。这一方
面是旧常态下靠拼资源、拼环境
和拼债务追求短期繁荣的发展之
路无法持续；但另一方面，市场
力量潜能逐步释放，政府力量还
有余地，双力能给经济平稳增长
必要的支撑。

@武大沈阳（教授）：在社交网
络中，基于内容传播构建的信任关
系仍很脆弱，“情怀”是一种看上去
很美的东西，当“它”转变为人格信
任，当博主利用这种信任进行群体
联动乃至商业变现时，其社交风险

将会骤然增大，原因在于信任体的
转化，文-人-群-行，每一个信任
阶的跃升，都对各阶之间的一致性
提出很高的要求。

@人大工作者朱恒顺：近年
来，公务员招考时一般不限户
籍，但调研时却经常发现，有的
考生专选偏远落后地区的乡镇报
名，从考上之日起就把调离作为
第一目标。有些偏远落后地区的
乡镇，年年招人却一直缺编，年
龄在 45 岁以上的占了 90%以上。
看来，基层招录公务员，还是要
多听基层意见，多为基层招一些
能“安下心，扎下根”的人。

@图宾根木匠(影评人)：“高
票房低口碑”在电影产业而言就

是个伪命题，市场经济的逻辑基
础就是相信市场调配资源最有
效、最合理，消费者不是傻子，
他们会做出最符合自己消费体验
与性价比对的选择，如果不承认
这个，那也没必要搞市场经济
了。如果是文艺批评，那就可完
全脱离市场来谈。口碑？谁的口
碑？啥叫口碑？搞清楚先。

@飞象网项立刚：现在机
场坐地起价，租金之高令人咋
舌，但效率未必高，即便是通
信消费金卡，多半也是航空公
司金卡，人家并不见得要你 VIP
室，且用户也不会因为有了 VIP
室才用你的通信产品。贵而用
处不大。

微言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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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大妈”作为一个新词被录入了牛津词典。在狂
扫黄金、上车要求让座、跳广场舞等消息之后，“中国大妈”俨
然已是个负面词汇，最引起非议的莫过于广场舞和暴走族，而
暴走族成员多是广场舞大妈转型来的。噪音扰民、占用机动
车道和车主发生矛盾、不听劝阻，各地频频曝出因广场舞和暴
走引发的社区冲突。广场舞和暴走族的孰是孰非，引来一场
对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领地之争的讨论热潮。

各位读者，“大妈跳广场舞和暴走”你怎么看，请发表你的
观点。投稿邮箱：zzwbsy201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