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清江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
作，10月30日起正式启动报名。
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2 . 8万
余人，招录规模创历史新高。
本次“国考”招录更加注重基
层用人导向，从职位分布来
看，招录计划中，超八成招录
名额分布在县(区)级及以下。

（10月29日中新网）
从人数上看，我国公务员

队伍呈现典型的科层制金字
塔机构。相比而言，中央与省
级国家机关的职位更有吸引
力，进入了这个层级的公务员
队伍，一方面可以生活在条件
更好的城市，另一方面拥有更
大的成长空间，所以，考生对

“国考”往往趋之若鹜。与此相

对应的则是，基层公务员出现
招录难的现象，特别是边远贫
困地区、辛苦的职业等开考岗
位少有问津，经常因为报名不
够开考而被迫取消。

让优秀人才能够沉到基
层，尤其是在边远贫困地区的
一线工作，对于稳定基层和增
强基层发展活力显得尤为重
要。通过优化并加强公务员考
试的基层用人导向，对冲不同
层级公务员招录的吸引差别，
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机制。如，

“国考”中的中央机关和直属
的省级机关岗位，不再面向高
校应届生直接招考，而是要求
考生要有2年以上的基层工作
经历，提高报考门槛。同时，市
(地 )级以下职位以招录应届
高校毕业生为主，引导和鼓
励优秀高校毕业生报考基层

职位，到基层建功立业。
此外，中央机关直属机构

市(地)级以下职位，也安排了
15%左右的计划专门用于定向
招录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其中重点招
录大学生村官。对艰苦边远地
区县(区)级以下职位，视情况
采取适当降低学历要求、放宽
专业限制、不限制工作年限和
经历、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
线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设
置一定数量的县(区)级以下职
位面向当地户籍、生源或在当
地长期生活、工作的人员招
考。无疑，“国考”给基层量身
定制了一批岗位，打通了基
层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这
对于激励更多人到基层特别
是艰苦边远地区具有现实意
义。从这些具体规定中不难看

出“国考”始终在强化基层导
向，这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基层公务员始终都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除了要激励人才报考基
层岗位之外，更要创造条件让
人才愿意扎根基层、长期服务
基层，如不断改善基层公务员
待遇、健全基层公务员职业成
长机制等，不断增强基层公务
员的职业含金量。

同样，“国考”强化基层用
人导向，在打通基层人才向上
流动渠道的同时，也应同步加
强对基层人才特别是考录公
务员的约束，除了落实最低服
务年限之外，对其报考省级以
上公务员岗位还有必要加强
履职考核以及职业素养的考
察，防范考取基层岗位变成了
新的“镀金”。

“国考”强化基层导向值得期待

除了要激励人才报考基层
岗位之外，更要创造条件让人
才愿意扎根基层、长期服务基
层。在打通基层人才向上流动
渠道的同时，也应同步加强对
基层人才特别是公务员的约
束，除了落实最低服务年限之
外，还有必要加强履职考核以
及职业素养的考察，防范考取
基层岗位变成了新的“镀金”。

郎永淳醉驾，名人更不该犯低级错误

“隐私面单”

不应止于快递业

□张西流

今年以来，顺丰、京东等多
家快递企业，陆续推出隐藏寄
收件人全名、部分电话号码等
个人信息的“隐私面单”。收送
件时，快递员需要通过扫描，才
能获得完整配送信息。“隐私面
单”弥补了快递实名制的一些
漏洞，有助于避免消费者的个
人信息泄露。

事实上，在对个人隐私的
细节性保护方面，一些国家显
然走在了前面。隐私权的概念
和理论，最初就源于美国。在美
国一些州，居民每天早晨扔在
门口的垃圾袋，只能由垃圾处
理公司的专用卡车运走，任何
人如果未经许可，擅自搬运或
打开垃圾袋，均有可能面临侵
犯公民隐私权的起诉。

日本政府同样注重提高公
民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经过
多年的宣传和普及教育，个人
信息安全意识已渗透到日本人
的生活中。例如，过去日本人在
邀请人参加活动时，习惯让受
邀请人用明信片的方式回复是
否出席，主办方在邀请信中夹
一张印好回信地址的明信片，
收信人需在明信片的背面选择
出席与否，再填上姓名、单位和
住址等。如今，许多主办方会随
信附上一张和明信片尺寸相同
的单面带不干胶的纸板，并提
醒收信人填写完明信片后用纸
板覆盖。

可见，推行“隐私面单”，不
应止于快递业。换言之，今后，
各类“隐私面单”应成为服务行
业的一种标配。同时，我国应加
快建立健全统一的公民信息安
全保护法，通过建立个人信息
的合理使用制度、侵害补偿和
惩罚机制，设置监督机构等方
式，为个人信息上一道“保险
阀”。再者，应对公民个人信息
的采集、使用和保密等问题制
定详细规定。在信息采集的源
头方面，对采集主体设定门槛，
规定必须在事先履行核准和登
记程序等。特别是，实行群防群
治，完善举报机制，强化惩戒措
施，提高违法成本。

郎永淳醉驾被抓的消息，
很是让人意外。据报道，郎永
淳在检察环节已认罪认罚，目
前已以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起
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郎永淳出事后，网上出现
一段他在央视播报涉酒驾的
新闻，这更是让人感慨了。说
易做难，事情经常就是这样，
评论别人头头是道，轮到自己
什么道理都忘了。醉驾入刑，
经过这几年的严格执法，已是
众所周知，根本无须多说。曾
经作为国家电视台新闻主持
人的郎永淳，更是不可能不了
解其中细节。

可没想到，郎永淳还是犯
了这种低级错误，这个低级
错误的违法情节还很严重。
经交管部门进行酒精检测，

发现郎永淳血液内酒精含量
为207 . 9mg/100ml。根据相关
规定，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
含 量 大 于（ 等 于 ）8 0 m g /
100ml就属于醉驾。郎永淳被
检测出的酒精含量已经是醉
驾标准的2倍多了。何况，郎
永淳在醉驾中还发生交通事
故，这简直就是把自己送上法
律的枪口。

很多人愿意谅解郎永淳，
不是因为他这次的醉驾行为，
而是一直以来他都以良好形
象出现在公众面前。郎永淳
为照顾罹患乳腺癌的妻子而
从央视辞职的故事，尤其让
人感动。也正因如此，郎永淳
更加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一
个好主持人、好丈夫，更应该
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司机。
或者说，作为一个名人，郎永
淳更应当严格要求自己，而
不能在行为上对公众有不良

的影响。
也有人说，郎永淳可能是

碰上了仙人跳。据传，郎永淳
是请了代驾，结果快到家了代
驾说身体不适开不了，他见离
家很近，就想自己把车开回，
不料刚开车就被一车剐蹭，对
方要求私了，索赔金额甚高，
他不同意，选择了报警。有人
指出，这是一种常见的碰瓷、
讹诈手法。这个解释有一定合
理性，但尚未证实。唯一可确
证的是，郎永淳确实存在醉驾
行为，而这又是无可推卸的违
法行为。下次如果有什么人碰
到这种情况，或许会学乖了，
再叫一个代驾，但和郎永淳一
案无关。

醉驾入刑以后，执法效果
非常显著，一改过去社会的风
气，堪称立法的典型范例。这
不仅在于重典治乱，而且在于
法律规定清晰，执法过程严

格，形成了有效约束。以前也
不是没有禁止酒驾的规定，但
紧一阵松一阵，许多人根本不
当一回事。醉驾入刑后，酒桌
上劝酒的少了，敢于冒着违法
风险酒后驾驶的也少了。这一
社会进步，有目共睹。所以，哪
怕是对郎永淳本人抱有好感，
甚至觉得他这次挺冤的，也应
当一码事归一码事，不可不辨
事实，混淆是非。

从法律层面来讲，无论是
对高晓松还是郎永淳，都是依
据事实、按照法律程序办案，
既没有刻意从重，更不会刻意
纵容。但从道德层面来讲，公
众有理由对名人抱以更高期
许，名人也应该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摘自《钱江晚报》，作者
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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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亲职教育重在“强制”

□李英锋

10月28日，强制亲职教育
与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
系建设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
开。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位
专家学者就强制亲职教育、未
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
设进行深入研讨。记者从研讨
会了解到，自2016年试点以
来，成都共对176名涉罪未成
年人、11名未成年被害人的父
母开展128次强制亲职教育课
程。对于多次拒不参加强制亲
职教育的家长，公安机关可根
据情节给予警告或5日以下拘
留；后果严重或涉嫌犯罪的，
公安机关启动立案程序。（10
月29日《华西都市报》）

“亲职教育”的概念来
自德国，意即将父母对孩子
的教育作为一项专业要求
极高的职业来看待。亲职教
育旨在为父母提供未成年

子女成长、适应与发展有关
的知识，增强父母教养子女
的技巧与能力，使之成为有
效能的父母。而“强制亲职
教育”强行要求涉案未成年
人或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接
受专业的教育指导，是国家公
权力强制介入家庭监护的一
种方式，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提
升父母教养子女的技巧与能
力，更在于督促监护人切实履
行监护教育职责。

《未成年人保护法》为
“强制亲职教育”提供了支
撑。其第十一条规定，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
和 行 为 习 惯 ，以 健 康 的 思
想、良好的品行及适当的方
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
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
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
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
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
淫等行为。第十二条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履

行监护职责，抚养教育未成
年人。有关国家机关和社会
组织应当为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供家
庭教育指导。显然，开展“亲
职教育”乃至“强制亲职教
育”于法有据，有监护未成
年人职责的父母有接受亲
职教育的义务，公检法等国
家机关有实施“强制亲职教
育”的法定权力和责任。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
文·马歇尔讲过一段话：当
我们种下的花没有我们预
期的长得那么好时，我们不
要只怪花，而是要从种植人
等方面寻找原因。这段话完
全适用于我们对未成年人
的教育。大多数涉案未成年
人都来自问题家庭，一些未
成年人之所以早早地沾染
上不良习气，甚至走上违法
犯 罪 道 路 ，成 为 问 题 青 少
年，一些未成年人之所以容
易遭受违法犯罪行为的伤
害，与家庭教育的缺失、错
位，与父母等监护人的疏忽

大意、履职不到位、不懂教
育、教育方式简单粗暴甚至
误导，有着直接关系。

所以，针对涉案未成年
人或未成年被害人的父母
开展“亲职教育”非常必要，

“强制亲职教育”的最大特
点就是强制二字，是动用国
家强制力培训相关父母，增
强他们的监护责任意识，有
助于他们在家庭教育过程
中做出更积极、更科学、更
合理、更有效的选择，有助
于增加家庭教育的正能量，
减少负面影响，有助于未成
年人的健康成长。“强制亲
职教育”让家庭教育的私事
变成了公事，为未成年人撑
起了强有力的权益保护伞，
彰显了社会责任感。希望成
都等试点地区进一步探索

“强制亲职教育”的路径和
经验，也期待国家在总结试
点 经 验 的 基 础 上 ，依 法 将

“强制亲职教育”设定为通
行全国的规定动作、标准动
作。（作者为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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