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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细节，让面试“猫腻”无处藏

面试一直是公务员考试中最广
受诟病的环节，极易滋生“暗箱操
作”。今年，湖南实行省市县乡四级联
考集中面试，考官、考生“双抽签”决
定考场，考官全部异地交流，考生考
完后当场宣布成绩。

“凡进必考”是我国公务员招录
的重要原则，保证考试各环节的公平
公正尤为重要。每一起藏有“猫腻”的
招考，不仅让选贤任能的制度初衷打
了折扣，还伤及党政机关的公信力。
湖南省推行的“新政”，在技术层面对
以往面试中容易出现的漏洞进行了

弥补，对于其他地方以及事业单位考
试等，也有借鉴意义。

公务员考试担负着为国家选聘
人才的重任，也关系到很多年轻人的
前途命运，每年的各级公务员考试，
都会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从过往的
经验教训来看，每一起“萝卜招聘”或

“暗箱操作”的发生，都意味着“平等
竞争”、“择优录取”等原则被打破，考
试所应起到的选贤任能作用打了折
扣。而且，作为国家机关主导的一条
社会流动渠道，公务员考试带有风向
标作用，程序是否公正、标准是否公
平，也影响着人们对公权力的信任程
度。考虑到公务员考试性质的特殊性
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保证各环
节的公平公正就显得格外重要。

相比而言，公务员考试的笔试过

程，很容易通过技术手段屏蔽考生的
个人信息，如何杜绝面试中的“猫腻”
就成了关键问题。面试需要考生与考
官直接接触，如果事先就能“预测”谁
来当考官，或是在分数公布前给双方

“私下交流”留足时间，就难免一些有
能量、有关系的人钻了空子。去年安
徽省举行的省考面试，就发生过考官
口袋里掉出考生照片的事情，考试的
公正性因此备受质疑。而在一些已被
查实的舞弊案件中，最常见的就是招
考单位自身当考官，给内部子女大开
绿灯。事实上，湖南省实行的考生考
官“双抽签”、“当场宣布成绩”等，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问题的产生。

显然，这些举措只是对考官的安
排、成绩的公布等环节进行了改变，
但正是这些技术性的调整，对于提高

公务员面试的公平公正，起到了事半
功倍的作用。像公务员招考这种在改
革过程中诞生的制度安排，不可能一
开始就完美无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纠错、逐步完善。在这个过程中，最好
的方式不是大动干戈推倒重来，而是
通过技术性的调整解决问题。比如前
些年实施并推广的笔试最低分设置，
看似小的调整，却解决了低分考生进
面试这一备受争议的问题。

事实上，湖南此次实行的面试
“新规”，在广东等地已经实行，但没
有大面积推广，使得一些地方的招考
给考生留下了“想象”空间。看来，能
否运用“技术”解决问题往往依赖于
相关部门的态度，比如是否愿意费心
思学习借鉴，又是否愿意花力气组织
实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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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是教育实践活动迈
好第一步的关键，意见听得真、理
得清，问题才找得准、改得实。第一
批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与各
级领导干部虚心纳言、扎实整改密
不可分。当下，第二批活动正在展
开，仍有少数干部征求意见搞“假
把式”、民主生活“走形式”，只听好
话不纳诤言，影响了活动成效。

忠言逆耳，敢说不易，肯听亦
难。许多时候，不是缺少敢讲真话
的人，而是缺少善于纳言的心。史载，
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惯于溜须拍马，
到了唐朝他却经常对朝政发表“异
见”，甚至当面跟唐太宗争论。司马光
一语道明：君明臣直也。听者纳谏如
流，言者自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倘

若听取意见比划比划、做做样子，碰
上批评声音就讳疾忌医、搪塞开脱，
甚至“晴转多云”“秋后算账”，真话必
定成为稀缺品。长此以往，言之无物
者上位，敢于直言者噤声，领导干部
难免会与真话形同陌路，离群众越
来越远。

真听意见，不仅是教育实践活
动的要求，更彰显胸襟气概，见证
责任担当。领导干部要以“言者无
罪、闻者足戒”的原则鼓励下属“拍
砖”，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
度请群众“开炮”，不搞闭门修炼，
也不要锦上添花，惟有这样，才能
打捞起来自基层的声音，用作风新
成效拉近党群干群的距离。(摘自

《人民日报》，作者徐新启)

大学更名风潮始于上世纪90年
代。如果说当时正处于高等教育调
整阶段，按行业类别建立的大学要
向着按社会需求的方向转身，更名
尚有一定道理。可发展至今，大学更
名仍有增无减，至少暴露出三方面
问题。

首先，一些低水平院校陷入了
“范式陷阱”。一方面，院校失去了对
自身办学目标、办学理念和内功修
为的坚守；另一方面，更名本身也是
对办学目标、理念和内功修为的不
自信。没有了特色的精神内核做支
撑，频繁更名后只剩下一副空皮囊。

其次，国内大学的专业设置同
质化现象严重。哪个专业好招生、社
会需求量大，就纷纷上马该专业，而

无论教育资源是否足以匹配和支
撑。说到底，还是高等教育在发展过
程中功利心太强。

再者，行政那只“闲不住的手”
干预教育过多。一所院校要不要更
名，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高校，而是
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为了追求政绩，主导着辖区内的
高校进行合并、“独立”等等。无论合
并还是“独立”，都意味着院校需要
更名。

高校频繁更名只会导致资源浪
费，而无益于修炼内功，此风断不可
长。遏制高校“更名式发展”，可以通
过大力推进自主招生，让一些没特
色、没竞争力的学科和院校，自生自
灭。(摘自《京华时报》，作者燕农)

真听意见才能听到真意见

高校频繁更名缘于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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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如同宁可让绝大多数人
饿着肚子，也要让少部分人吃上山
珍海味。

近日有媒体报道，北京市海淀
区出资145万元为街道、乡镇购买
2 9 架钢琴，用于社区居民的合
唱、跳舞等活动。对此，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栏目做出上述评论，
认为有限的资源还是要优先用来
保证公平。

遵纪守法的企业应该受到最
便利的服务，应该感觉不到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
管理局局长易纲的这句话，描述
了简政放权语境下，政府与市场
关系的新趋势——— 从重事前的批

准监管转变为重事后的监管管
理，从有罪假设转变为无罪假
设，让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拥有更
多的自由裁量空间。

从全世界各国房地产业发展
历史来看，如果真要崩盘那也是中
国城镇化进程结束之后。

对于甚嚣尘上的“房地产崩盘
论”，财经评论员马光远显然持反
对态度。尽管这一话题仍充满争
论，但通过历史眼光和经济规律
来分析现实问题的做法，还是值得
借鉴的。

□何勇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
研究院在湖北武汉发布我国首个

“农民幸福指数”，经过数据的测算，
务工农民幸福指数低于务农农民。
(5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收入低的比收入高的更幸福，
似乎让传统的以经济论幸福的观念
受到挑战。但仔细想来并非如此，虽
然评价幸福的指标有很多，但归根
结底还是要看个人的感受。务农比
务工幸福，只因为各自的参照系不
同罢了。

目前，务农者以老人和妇女为
主，圈子相对封闭、相对固定，在经
济生活等各方面与身边的乡亲没有
太大区别，很容易感到满足。但他们
进城以后，心中的参照系变成了既

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居民。无论是巨
大的城乡差距，还是常常在城市中
受到的歧视性待遇，很大程度会影
响个人的幸福感受。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不是务
农人员较高的幸福指数，而是为什
么社会流动带给农民的反而是幸福
感的降低。对此，必须从根本上打破
城乡二元体制的瓶颈，让这些为城
市建设做出贡献的务工者，平等地
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具体而言，
则是在政策上让他们享受和本地市
民同等的待遇，在子女入学、看病、买
房等实际问题上给予便利，让进城
务工者感受到城市的善意和接纳。

当城市的门槛降低，让务工农
民也能像市民一样生活的时候，他
们从农村融入城市，或许就不会再
有幸福感上的落差了。

葛一语中的 葛公民论坛

城市“封闭”妨碍务工农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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