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饭碗”去为谁“服务”？
□张亚男

笔者认为这个门关

得好，关得有道理，刚

出校门就去当公务员，

这些学生熟悉现实的社

会吗？了解民生的疾苦

吗？这样的公务员如何

为人民服务？

公务员已经成了大

学生找不到工作之后的一个口子，有些学

生几年大学上下来，别的没学足，考试的

功夫却是驾轻就熟。用你最拿手的手段，

去和一群工作几年十几年早就忘了各种应

试技巧的人去 pk 一个职业？还要继续谈

“公平”吗？

中央和省直的公考大门开始变窄，无

论对应届生还是对整个政府机构来说，未

尝不是件好事。大学生出身不同经历各

异，但有一点却挺相同——— 重应试轻实

践，对社会万象人情冷暖还没认识全呢，

你靠什么去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凭什么

去判断形势作出决策。不懂“服务”为何

物的人又靠什么去服务人民呢？中央和省

直的门是关上了，但基层的门并没有关，

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个职业，又何妨沉下身

子在基层把应该学会的本事学会了再说？

别再挤压大学生的空间了
□蔚晓贤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验”的门槛，一下

子把很多应届大学生挡在了公务员考试的

门外。不少人认为，这回终于可以给公考败

败火了，可仔细一琢磨，这多少有点扬汤止

沸的意思。

考公务员要求有工作经验，大学生的工

作经验从何而来？只能

先去找个工作干，可问

题是，现在的企业也不

想要没有经验的毕业

生。毕业生们从最低层

的工作做起，有些人发

展了，有些人被淘汰了，

如果再营造出一个既要

有学历，又要有经验的

环境，大学生们就更不好混了。

公务员里也有最基层的工作，比如文书

工作，没有必要一定要具备两年以上基层经

验，目前的环境是就业压力大，如果限制应

届大学生考公务员，不但缓解不了公务员考

试的热度，相反会使就业的矛盾扩大。

更何况，现在公务员招考 90% 以上的职

位都是基层岗位，也就是说，应届毕业生即

便考上了也是要从基层干起。有些人执意认

为有几年工作经验，当上公务员就一定为人

民办实事，我看未必。

笔者认为，一个人只有经过社会大课

堂的历练，才能更有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

人生之路。如果那时还坚持认为公务员是

适合自己的，再去争取也不迟。

除去继续求学的人，选择找工作的应

届大学生里，恐怕多数人对自己将来的人

生道路和事业的发展方向，并没有多作规

划，甚至可以说是没有想法。这种情况下，

就很难避免出现“盲流现象”，别人考公务

员自己也考。如此一

来，对这些学生而言，

考公务员便只是一种

就业出路，而非真正

适合自己的事业。

公务员有别于其

他职业，它是政府的

公务人员，是为百姓

服务的。职业的特殊

性，要求每个从事它的人必须有能力、有担

当，能了解百姓的生活环境并急他们之所

需。而这些“基本素质”，都不是在大学能够

学到的，只有经过“社会课堂”的磨砺，才能

充分掌握。

大学生毕业后“被逼”走向社会，可能

会吃苦、栽跟头，但是一番折腾之后，相信

每个人都会对自己有进一步的认识，倘若

那时候，还坚定地考取公务员，那便是他愿

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而这，不仅是他一个人

的幸福，更会是社会之福。

公考前的“社会课”，该上！
□王琳

凭啥找工作都得经验优先？
□周锦江

笔者认为，这个政策压缩了应届生的就

业空间。

有人说，公务员队伍减少应届生比例主

要是为了减少“三门干部”，即从家门、校门直

接进入机关门。那就有必要反问一句，从家

门、校门再到机关门就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

务了吗？有了社会经验的人就能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了吗？

笔者认为，刚从学校走出的大学生更具

有一颗悲悯的心，对普通老百姓的疾苦更愿

意去了解、去试图改变。相反，一些有过丰富

困苦从业社会经历的人，在得到相对轻松的

“铁饭碗”时，更容易变本加厉地去改变自身

现状，对于民间疾苦有了“没什么大不了，我

以前比他们更苦”的免疫能力。

有人说，新招录的公务员虽在学历、理

论、谈吐上具有良好素质，但对社情民意的了

解能力、处理化解复杂社会矛盾的能力，以及

与百姓的沟通能力欠缺，基本上没有社会经

历。那谁又能保证有了社会经历的人就具备

处理矛盾的能力和与百

姓沟通的能力。

公务员的录用可以

有针对性的取舍，但是在

报考环节就把一部分人

挡在门外，未免太令人心

寒。加快建立起“进出”机

制，让公务员不再成为铁

饭碗，才是降温的良药。

反方

在这个时节上，似乎没有什么

比公务员考试更能牵动大学毕业生

的神经了，今年尤其如此，随着各级

政府相继公布公考政策，一项有关

降低录用应届生岗位比例的规定，

成为 2011 年公考最吸引眼球的焦

点。

有人认为降低应届生招录比例

可以给公考热降温，也有人觉得设

置“经验”门槛对应届生不公平。应

届生的公考之门到底该不该关的问

题，引发整个社会的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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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应届届生生公公考考之之门门

该该不不该该关关？？

国家统计局网站 18 日公布
了 2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

售价格变动情况，新建商品住宅

与 1 月份相比，2 月份环比价格
下降的城市个数增加了 5 个，价

格上涨的城市个数减少了 4 个。

2 月份环比涨幅超过 1 . 0% 的城

市有 7 个，比 1 月份减少了 12

个；环比价格涨幅比 1 月份缩小
的城市有 44 个。2 月份环比价

格下降、涨幅缩小的城市个数明

显增多。

曾几何时，中国不少开发商

等有关方面公开宣称房价没法降

低，甚至声称不能降。譬如“房价

下降到底谁吃亏？”，“什么价格都

可以降，只有房价万万降不得”。

一些“商用专家”也随之跟
进，而用其“理论”、“头衔”等“忽

悠”国人接受“高房价”。其中不
少“商用专家”都会提及一点，这

就是土地出让金等太高，所以导

致开发成本居高不下。

久而久之，众多国人普遍把

房价高挺的原因归结为土地出

让金等，甚至认为高房价的罪魁

祸首就是土地出让金等。

但为何在土地出让金等成

本“高昂”之时，房地产开发商依

然能那么富有呢？很显然，这些
财富都是来自购房者。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答记者问时所言政府“运用财
政、税收和金融的手段来调节市
场的需求”，结果中国房价出现

下降、涨幅缩小的城市个数明显

增多。

“事实胜于雄辩”。也就是

说，国家此番对房地产的调控已

经初见成效，即中国房价不会降

低的神话已经破灭。

对此，中国民众应有个十分
清楚的认识，而不该继续于事实
上认可“高房价”，而拿从牙缝
中、从父母养老钱中挤出来的人

民币去支持开发商的“人间天

堂”之生活了，因为温家宝总理

所说的“让房价回到合理的价

位”正在进行中，因为众多中国

人还是难以承受当下的高房价。

罗竖一

中国房价下降已成事实？

四年前禾木空间在鸢都“着陆”，点燃
了鸢都家装市场的引擎。四年来，造就了禾木
设计和工程的精准和永逸的品质保证。禾木
空间讲究功效不张扬，有创意却遵循实用主
义，一定会让疲软的家装消费市场再度掀起
波澜。

在波涛汹涌的市场竞争中，禾木空间会始
终身处前列，领跑家装市场，引领时尚潮流生
活。未来四年，禾木空间的先看实景再定装修
的体验式消费，将引领市场主流，让原来虚假
优惠满天飞的装修市场归为理性，让整个家装
行业形成文明施工的理念。

李小波

中建·大观天下盛大开盘
购房者提前 64 小时昼夜排队；开盘 90

分钟销售 90% ——— 这就是中建·大观天下
2011 年首次发售的盛况。

19 日，位于市政府东南的中建·大观天
下迎来了 2011 年的首次开盘。现场人气火
爆，众多客户得偿所愿。

2010 年 10 月项目首次开盘，当日便在潍
坊楼市创下多项第一：住宅销售单价第一；房
源消化量第一；销售额第一，超过 1 . 5 亿元；

11 月二次开盘延续了首次开盘时的卓越成
绩——— 开盘一小时消化 80%，创造了潍坊楼
市历史。

在新一轮的开发周期中，中建·大观天下
作为潍坊标杆项目，必将承袭辉煌，为区域再
造价值，为行业确立标准，矢志不渝地为业主
建筑更美好的城市居所！

马凤丽

禾木空间引领市场主流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

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

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

自 5 月 1 日起降低和规范
住房交易手续费、施工图

设计审查费、部分行业环

境影响评价收费和招标代

理服务费等收费标准和行
为。

通知明确取消及降低

的住房交易手续费包括：取

消住房抵押手续费；因继

承、遗赠、夫妻共有等进行

的住房转让免收转让手续

费；依法进行的廉租住房、

公共租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租赁行为免收租赁手续费
等。

房地产业内人士认

为，该项政策对楼市影响

不大。目前商品房交易中

未明确收取住房抵押手续

费，在实际过程中只收取
85 元的房本及抵押他项权

证工本费，这些费用对于

购房者或者继承房产者来

说影响不大。

业内人士认为，发改

委最近落实的部分政策，

虽然大部分对楼市的直接

效果有限，但表明楼市的

政策利空并未完全出清，

调控依然在继续。预计与

楼市关系更密切的部分部
门很可能继续出台相关政
策。

刘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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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调控要继续推进
有评论称，国家不断

加强调控，不少省市又出

台限购令，国人的消费心

理也有了变化，结果中国

房价出现下降、涨幅缩小

的城市个数明显增多。

●

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