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就业公平解创业的后顾之忧

21日上午，人社部副部长信长
星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时表示，人
社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起草
新一轮的创业引领计划，基本的考
虑是用四年的时间，通过各项政策
扶持和创业服务，扶持80万以上的
大学生实现创业。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
攀升，但工作岗位毕竟有限，由此
出现僧多粥少的困境。中央不断出
台政策对大学生创业进行引导和
扶持，有助于更多的青年人通过创
业实现自我价值。但是，在庞大的
毕业生群体中，创业者终归是少
数，绝大多数的人还需要在就业市

场上冲锋陷阵。从这个方面说，扶
持创业当然必要，但就业更应摆在
第一位。

出现“就业难”，与经济增速放
缓、毕业生总量增加、结构性矛盾
突出有关。治本之策是通过经济增
长、经济结构调整做大就业“蛋
糕”。相对而言，这属于宏观上的问
题，对个体来说，“蛋糕”怎么切分，
怎么保障机会公平，与自身利益关
系更为直接。

许多年轻人感叹，就业人多挤
破头并不可怕，怕的是最终谁胜
出，拼的不是实力，而是家庭背景、
社会关系。这些年来，掌握一定资
源的群体为亲属子女就业铺路架
桥、暗箱操作，已经不是什么稀奇
事。尤其是在“萝卜招聘”、“银行天
价实习”等事件中，一些就业岗位
已经脱离原意，异化成为利益交

换、利益输送的工具。这不仅破坏
了社会公平，而且使出身普通家庭
的学子，尤其是农村子弟，就业及上
升渠道被挤压，通过求学改变自身命
运的难度增大。在某些国企或者事业
单位内部，甚至还留存有“接班”的习
惯，利益固化可见一斑。

用人单位在学校、性别、户籍
等方面的就业歧视，也加重了高校
毕业生的就业焦虑。早在多年前，
在人才流动最为频繁的北京，就已
经流传着“应届生招聘只要求五个
字——— 京籍，硕士，男”的调侃。近
些年来，随着就业形势的紧张，一
些企业抬高了用人门槛，简单用学
校等级划线，使毕业于普通高校的
年轻人在就业起点上就受到歧视。
去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曾发出通知
特别强调，凡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
校举办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招聘活

动，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

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严禁发布
违反国家规定的有关性别、户籍、
学历等歧视性条款的需求信息。但
是，即使招聘信息上不搞歧视，实
际招聘过程中企业要据此刷人还
是容易得很。

这些问题不解决，年轻人的就
业信心势必会受到打击。即使转而
去创业，也难解后顾之忧，毕竟创
业未必都能成功。《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规范招人用人制度，
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
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
歧视。这给创造公平就业环境提出
了要求，我们也期望看到更多实质
性的改变出现。实际上，就业“兜
底”的作用发挥好了，更能鼓励年
轻人大胆创业。

在庞大的毕业生群体中，创业者终归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还需要在就业市场上冲锋陷阵。实

际上，就业“兜底”的作用发挥好了，更能减少年轻人创业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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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慎用“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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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5年，教育部就曾发文
要求取消未经批准的各种中小学竞
赛，但由于“经批准的”仍在，这一规
定形同虚设。关键在于，教育部门有
无向自己开刀的勇气，切断组织竞
赛和考试的利益链。更值得警惕的
是，取消了教育部门组织的竞赛，会
不会出现“靠山”是教育部门、行政
色彩依旧浓厚的竞赛？

对于教育部门违规组织考试、
竞赛，人大有权根据《义务教育法》
对教育部门进行质询、监督，并根据
教育部门的违规事实，进行问责。与
此同时，要切实发挥社区教育委员
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仅靠教育部
门，问责往往不了了之。这也是过去
诸多教育禁令高调出台、无疾而终

的根源所在。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消

除竞赛热、考证热的土壤。竞赛热的
根本原因是，我国义务教育资源严
重不均衡，因而存在着旺盛的择校
需求，竞赛和考证只是择校的一种
工具。只要择校严重存在，没有这种
工具，也必然有其他的工具。

治理竞赛热、择校热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这要求政府履行两方面责任：增加
对教育的投入；转变义务教育资源
配置模式，缩小校际差异。如果政府
部门不在这两方面努力推进，只做
外围文章，义务教育均衡就遥遥无
期，竞赛热和择校热也将很难降温。

(摘自《京华时报》，作者熊丙奇)

稳增长不等于改革要“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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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在搬进“新家”7年之后，今年
3月份，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政府
又搬回了坐落在镇中心区域的旧
办公楼。腾出的新办公楼卖给了
一家企业，所获得的资金将用到
学校和卫生院的建设上。(本报今
日A09版)

此举说得上是“一箭三雕”，
民生资金增多了，办公用房符合
标准了，镇政府迁回人员较密集
的中心区域，还给群众办事提供
了更多的便利。从7年前乔迁“新
居”，到如今的重归“故里”，留给
人们诸多思考的空间。

罗村镇政府起初在距镇中心
三四公里处建立新办公楼，是出
于拓展发展空间的考虑，如今又
搬回了旧楼，或多或少表明当初
的规划存在失误。的确，通过政府
搬迁带动新区建设，不失为一种
区域发展的思路，这在一些建设
用地需求旺盛、人员流入规模较
大的大中城市，起到过积极作用。
不过，“另起炉灶”并不是万能的，
对于那些人口比较少，现有中心
区域的潜力还没充分发挥的小城
镇来说，还得走适合自己的发展
路径。一旦脱离了实际，再美的蓝
图、再宏伟的政府大楼，恐怕也难
逃被荒地包围的尴尬。而且，用于
建设新区的钱如果一开始就投入
民生方面，或许能更好地发挥作
用。

作为与群众直接打交道较多
的基层政府，办公地点的设置不
能忽视了便民，区域发展的规划，
也需要多听听群众的声音。今年
年初，罗村镇党委面向群众征
求“四风”问题及意见建议，就
有 超 过 六 成 的 调 查 对 象 反 映

“镇政府驻地远离镇域中心，群
众办事极不方便”。此次罗村镇
政府重回旧办公楼，可以说与深
入群众的调研密不可分，因此受
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罗村镇政
府的“搬家”历程给其他基层政府
也提了醒，办公地点的迁移和区
域蓝图的设计，并非全是政府的
事，决策的科学性离不开对民意
的倾听。

事实上，罗村镇政府新办公
楼面临的尴尬并非孤例，不少地
方都有过超越现实需要的新区规
划，个别地方还形成了人迹罕至
的“鬼城”。与新区规划的“大手
笔”相匹配，这些政府新建的办公
楼多数存在占地过多、规模过大
的问题，不但浪费了资源，还给群
众带来了不好的印象。目前各地
正在开展的腾退超标办公用房活
动，恰恰给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
契机：在纠正办公室里的“四风”
时，反思并调整那些脱离实际的
规划。

近一阶段，针对经济增速有所放
缓，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议论颇多。其
中有一种观点值得警惕，那就是认为
当前主要任务是稳增长，改革的事儿
则要放一放，加快出台刺激增长的一
揽子政策。这种观点扭曲了改革与稳
增长的关系，将两者对立起来，很容
易将稳增长引上单纯靠短期刺激拉
动的老路，为未来发展埋下“祸根”。

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从表
面上看，一些改革举措也许会遏制
某种增长的冲动，但从根本上说，如
果不实施这些改革，不仅长期增长
不可持续，就是对短期增长来讲，也
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坚
定不移推进改革，把体制机制弊端
去掉，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向改革要增长动力，当务之急

是优先推进既利长远发展又利短期
经济增长的重大改革。比如，推进收
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多
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解
决没钱花和有钱不敢花的问题，把
13亿人的消费潜力挖掘出来。又如，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力
量办医办学办养老等，满足人们迫
切需要的多样化服务需求。再比如，
推进税制改革，全面实施营改增。这
项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税制转换，更
重要的是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减
轻企业负担，促进工业转型、服务业
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

(摘自《经济日报》，作者马志刚)

葛媒体视点

取消官办竞赛难在切断利益链

“另起炉灶”并不是万能的，对于那些人口比较少，现有中心区域的
潜力还没充分发挥的小城镇来说，还得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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