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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话题：

从7月底开始,滕州市已陆续在路边推行“放心早餐”工程网点,目前已经有60多个,销售20多种食品，目
前市场情况还不错。有市民反映枣庄市区也曾出现过瑞格“放心早餐”工程网点，但如今却寥寥无几。“放心
早餐”不仅要办起来，还要“吃得开”、“吃得久”。您对此有啥看法？欢迎讨论！

“街谈巷议”是榴下谈开设的民生评谈说

理栏目。从现在起开始征集民生热点话题，如
果您想发起话题或参与讨论就请加入我们吧！

扎有话枣说

让孵化基地成大学生创业“温床”
葛 石平

每年七、八、九三个月，
关于上学和就业两件民生事
情，牵动着许多家庭的敏感
神经。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
在走进大学校门时缺少学
费，一些刚刚跨出大学校门
的学生找不着就业岗位。前
者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
正积极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寒
门学子入学；关于后者，媒体
报道说，面对当前求职择业
高峰和严峻就业形势，滕州
市今年将通过公开招聘、自
主创业等方式实施“六个一
批”工程 ,除公开招考(聘)选

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510名
外，建7处孵化基地助自主创
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年
内将扶持200名以上毕业生
实现创业。这条信息让人感
到很温暖，让那些还在寻找
就业岗位的大学生看到了希
望的风向标。

创业，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一个美好的梦想。特别是
对于刚刚走入社会的大学毕
业生，在缺经验、缺技术、缺
资金的条件下，走上创业道
路更是不易。统计数字显示，
仅去年全国普通高校有660

万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
力，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促进大学生就业
的政策和措施。在2011年《国
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
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
知》中明确提出：“在充分发
挥各类创业孵化基地作用的
基础上，因地制宜建设一批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并给
予相关政策支持。”建设大学
生创业孵化基地是多渠道帮
助解决大学生创业、就业难
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它也
是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一

项重要内容。
在落实国务院上述文件

精神的过程中，去年4月2 0

日，枣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了《枣庄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实施枣庄市大学生
创业引领计划的意见》。通过
制定完善创业政策扶持体
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搭建
一批创业平台，开展创业服
务，使枣庄市自主创业大学
生和吸纳人员就业的比例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是
一种新型的社会经济组织，

它是通过为大学生在研发、
生产和经营的场地，通讯、网
路和办公的设施，以及在教
育培训、信息咨询、政策、融
资、法律等方面提供有力支
持，健康独立运行的经济实
体。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的
建设，无疑对于帮助大学生
自主创业，缓解社会就业压
力，提高大学生创业能力，培
育创新型人才起着积极的作
用。

创业孵化基地不仅仅
在于为创业者提供一个基
本场所和场地，更为重要

的是在于敦促各级政府利
用政策扶持、创业服务来
为劳动者打造一个更为宽
松的创业环境，以提升劳
动者创业的信心，降低劳
动者创业成本，减小劳动
者创业的风险。很显然，创
业孵化基地，那里可以给
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提供

“零成本”创业。在创业孵
化基地中，那些怀揣创业
梦想的大学生们，有与之
对应的帮扶机制，有相关
部门的协助，他们必将一
步步走向创业的成功。

水池寻主人

咋就这么难
葛 古月

短短四天里，薛城区一水池竟
然连夺两命。水池周边没有任何防
护设施，奇怪的是，事情过去俩月，
池子竟然没人管。死者家属想讨个
说法，却被几个部门当球踢。(《齐
鲁晚报》8月15日报道)

管与不管，水池都在那。连夺
两命，家属想讨个说法都不知道该
找哪个部门，这是多么诡异的事。
水深5米，周边竟然连防护设施都
没有，这个水池的确坑人。可是，值
得我们深思的是：难道坑人的仅仅
是水池吗？

100多个平方的水池摆在那
里，竟然没有部门管理。死者家属
怀着悲伤的心情一次次找部门讨
说法，但得到的却是“不归我们管
理”。这么冷冰冰的回复，无疑给死
者家属第二次伤害。旁观者不禁要
问：给水池找个主人就这么难吗？

从物业到街道办，再到消防支
队，这些部门都声称没有管辖权。
不知道这些表态中，有多少是为了
逃避责任的推辞。其实，这种做法
已经不是原创。每每出现一些恶果
之后，当相关者讨要说法时，一些
部门的惯用伎俩就是推脱。并且，
一些托辞还说得严丝合缝、有根有
据、理直气壮。不得不说，这种做法
实在让公众寒心，“为人民服务”、

“以人为本”这些理念，对某些部门
来说是否只停留在口头上了？

出了问题，不想着怎样减少损
失；出了事故，不想着怎样避免此
类事故的再发生。而是比着拼“口
才”，看谁能把自己的责任推脱得
更干净！这种做法，让百姓对相关
部门的公信力产生强烈的质疑。

死者家属想通过法律程序解
决问题，但可悲的是，他们也许根
本找不到被告。我们可以想象，如
果有一天，死者家属把水池推上
被告席，将会是多么滑稽的事情。
可是，本无罪的水池又招谁惹谁
了？

百姓不是皮球，请不要轻易
地踢来踢去。生命是无价的，两个
鲜活的生命在水池陨落，让人心
疼。逃避责任不是办法，坦诚自己
工作的缺失也不丢人。对相关部
门来说，请多一些担当。当下，大
家期盼的是，早点有人站出来对
这个水池负责。不然，谁能保证不
会再发生此类悲剧呢？

个论

垃圾短信满天飞，源头治理很关键
葛 沈国栋

安了电话买了手机，
确实给生活带来极大方
便。然而，任何发明创造
都是一把“双刃剑”，近几
年来，无聊电话，手机上
出现的垃圾短信，已成为
广大用户“心中的痛”、

“心中的堵”。
铃声响起，笔者听到

对方说，某法院给你的传
票已到期限，赶快去领，
问到哪里领？对方答说在
龙头路某号。其实，原址
已是高层建筑的龙庭居
小区，在哪里找这某法
院，况且笔者也没有犯过
什么事，也没有什么民事
纠纷，何来传票？还有一
次，接到区号为025(南京)

的电话，问笔者是否订过
某种报纸，是否是退休人
员……原来是推销药品
的。这些只是笔者接到的
众多垃圾电话中的一部
分，手机的短信可谓五花
八门，让人啼笑皆非。

笔者纳闷，除了某通

信公司业务范围内的短
信业务外，对方是如何知
道手机用户的个人信息
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即
发送信息、打电话的部门
或个人，是用了不法手段
获取的，是为一方的利益
(宣传、推销甚至诈骗)服
务的。这些信息、电话，一
是使用户产生误解、错觉
乃至恐惧，二是骚扰了正
常生活和工作，增加了用
户的忧虑和负担，这些个
人信息的“泄密者”就是
垃圾电话和短信的源头。

众所周知，个人信息
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少数

“泄密者”为了某种利益，
不管用什么方式提供、转
让、出卖，都是不道德、非
法的。如果不治理这种

“泄密者”，各种垃圾信
息、电话，就会像割不完
的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
有一茬，没完没了。

从社会层面上讲，
某些掌握公民信息的部

门或单位，应加强法律
意识，在本业务范围内
为用户保密，万万不可
当 成 获 利 的 工 具 和 资
源。这些部门和单位的
负责人应学法、知法、用
法，提高员工的法律观
念，不能因有限的经济

收益毁了一部分员工、
一个部门、一种行业。再
从垃圾信息电话的发送
方来说，现今社会诚信
是主流，守法是底线，损
人利己者必定以损人开
始以害己告终。

频频的垃圾信息、电

话，早已受到社会的批
评、谴责，民众也是甚为
反感和头疼。惩恶扬善是
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已
成众矢之的“泄密者”和
垃圾短信、电话的发送
者，如不改弦更张，最终
难逃脱法律的严惩。

谁出卖了准大学生的信息？
葛 月风

媒体报道了一篇名
为《“教育局”要给学生发
助学金 ?，一准大学生上
当 被 骗 1 万 多 》的 新 闻

（《齐鲁晚报》8月14日），
讲述了滕州界河镇接到
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
小赵，由于父亲患了癌症
刚刚去世，母亲在家务
农，本想通过申请助学金
减轻家庭负担，可没有想
到却被骗子盯上，最后不
但没有领到助学金，卡里
的1万元钱也被骗走了。

看了这篇报道，除了

痛恨这个骗子的行为外，
有一个细节更加令人注
意。在文章描述中，小赵
是接到一个自称滕州市
教育局的电话被骗的，文
中也提到小赵的怀疑，南
方口音的陌生人，突如其
来的电话，小赵并不是没
有任何的警惕心。但是，
当骗子如数家珍的报出
了小赵的所有信息时，姓
名、家庭住址、联系方式
甚至是小赵刚刚考上的
学校和专业，正是这些本
应不会外泄的信息，让小

赵相信了这个陌生的电
话，1万元就这样被骗走
了。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
问，小赵的这些个人信息
是怎么泄漏出去的？如果
说姓名、电话之类的信息
还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
不经意泄漏的话，那么小
赵刚刚才考上的大学和
所学的专业，骗子又是如
何得知的呢？在这里笔者
首先想到了两个地方，一
个是小赵的学校，还有一
个就是教育局。作为小赵

的学校，无论是小赵的家
庭信息还是最后被录取
的学校和专业，都比较清
楚。而作为小赵曾经申请
助学款的教育局，也有泄
漏信息的嫌疑。

在文章的最后公安
机关表示近期滕州市接
到了多起类似于小赵的
报案，这让笔者不禁会想
到，是不是有更多和小赵
一样的准大学生的信息
被泄露？如果是那么信息
究竟是从哪里泄露出去
的？这里笔者提到学校和

教育局并不是认定信息
是从这里泄漏的，但是这
两个地方确实担有保护
学生信息的重大责任，应
该严于律己谨慎操作，因
为某一条不经意间泄露
出去的信息就可能带来
巨大的危害，而那些背后
故意泄漏个人信息的人，
比骗子更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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