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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细节可能毁掉城市形象

浮光掠影新闻聚焦

馆名叫“信任”

井盖很小，问题很大。井盖不牢固，小偷一撬就掉，雨水一冲就跑，而城市管理
者对于下水井盖的维护更是难以令人满意，每个城市的角角落落都能看到没有井
盖、长期张着黑洞洞的大口的下水道。城市的形象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
城市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上。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被忽视，都有可能
给城市的发展带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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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就业请“脚先着地”媒体观察

□毛旭松

3月22日长沙暴雨中坠井的
女孩杨丽君，失踪近两个月来，一
直未能找到。近日，有居民在湘江
湘阴段发现一年轻女性尸体，警
方勘查发现，从身高与穿着等特
征看，高度疑似杨丽君。

时隔近两月，坠井女孩以人
们最不愿看到的形象重新引发关
注。活泼可爱的姑娘因一场暴雨
落入下水道被急流卷走，再次被
人发现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当
时长沙全城大搜救的情形还记忆
犹新，人们纷纷为女孩祈祷，可奇
迹终究没有发生。炙热的爱心掩
盖不住残酷的现实，女孩坠井的
地方，为什么没有井盖？

行走城市间，我们每天要经

过无数个井盖。有些井盖看似无
恙，稍不留意就容易踩空，而有的
井盖根本不知去向，要么插段树
枝在井口，要么放个砖头在井前，
以表示井盖缺失。白天看见尚能
及时躲避，晚上灯光昏暗，很容易
坠落其中。

一场暴雨就能够让城市基础
设施瘫痪，就能够让行走在马路
上的市民殒命，这是多么令人扼
腕叹息的悲剧！而这并非长沙个
案，去年北京暴雨也曾出现这种
坠井的悲剧。毫不夸张地说，城市
黑洞几乎困扰着中国所有城市。
小小井盖如何不再是解决不了的
难题？关键要看管理者是否想管，
或者说想下多大力气去管。

我们跟国外很多现代化都市
对比，外表一点也不落下风，甚至

比它们还要繁华，但看不到的地
下工程却相差甚远。类似下水道
这样的地下市政工程，建设做好
了是应该的，对于一些官员来说
并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利在千秋，
功却不一定在当代的民生工程往
往被功利的管理者所忽视。城市
的形象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
而是城市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之
上。

千里堤坝，溃于蝼蚁。在城市
化进程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被忽
视，都将有可能给城市的发展带
来隐患。细节是城市竞争力的一
面镜子，一场暴雨检验出城市的
脆弱一面，一个井盖折射着一座
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一条反复
开挖的拉链路反映出城市公共服
务、公共管理的缺陷和不足。现代

都市就像一台齿轮咬合紧密的庞
大机械，城市的规划建设并非一
蹴而就，涉及方方面面，工程浩
大，内容繁杂。这就逼迫人们改变
过去旧有观念，着眼细微处。大方
面规划好，就要把细节做到极致。

大众对城市安全的担忧折射
出城市细节上的瑕疵。这就要求
城市管理的各个部门紧密配合，
各部门从自身的职责出发，关注
细节、细部，工作细致，才能够真
正地解决城市安全隐患。尤其是
城市的市政管理部门，应认真反
思，在一些市政设施的安全检查
方面，做到滴水不漏，不放过一丝
微小的安全隐患。

眼看雨季又要来临，请各地
政府部门汲取教训，避免悲剧再
次发生。

夺命电梯

新闻回放：14日，湖北宜昌
沃尔玛超市，正在运行的手扶梯
突然断裂，一名女士坠亡；14日，
陕西西安，一名女士因为乘电梯
踏空而坠亡；15日，广东深圳，一
名女护士被电梯夹头身亡；1 6

日，云南玉溪中医院，两名乘客
被电梯卡住，其中一人经抢救无
效死亡。

《广州日报》评：根据规定，
电梯从设计、制造到安装及维
修，都由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局负责监督检查。3天多起
事故发生之后，质检总局17日在
其官网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
电梯安全工作。通知固然及时而
且必要，但重要的还是将监督落
实于实际。

监管应是全方位的，不能仅
仅满足于年检。目前，职能部门
对电梯的监管主要是根据《电梯
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规
定，一年一次检验。早在2009年，
广东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
质疑过目前的电梯年检制度。按
代表和委员的说法，电梯年检的
主要问题在于，一是检测单位垄
断资质，广州数万部电梯只有一
家单位年检，年检走过场极易发
生。二是主管单位和检测机构是

“父子”关系，问题电梯难以检测

出来。另外，电梯年检单位为何
会形成垄断，值得追问。

《新京报》评：有业内人士指
出，多数电梯事故和维保不到位
有关。的确，细究这几起事故，都
不是没有维保，只是“不到位”。
但“维保不到位”既然如此普遍，
监管部门有无失责之处？反正，
以往电梯事故的追责，往往只到
电梯企业或维保企业，几乎很少
看见对监管部门的处罚。

追责的浅尝辄止，或许和相
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散乱不无关
系。据悉，电梯质量、生产制造、
监察、维修、安全使用等不同事
项，散见于《产品质量法》、《物权
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等不同法律、法规。如此情形之
下，在一起事故之后，要明确哪
个部门的责任，或许并不容易。
法律法规不明晰的后果，还体现
在很多方面。比如，在这四起事
故中，有两部电梯是服役20年左
右的老电梯，但当前并无关于电
梯使用年限的明确规定。

近期这几起事故，再一次鸣
响警钟，制定并健全相关法规，
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案，确实不
能再拖了。

低幸福感

新闻回放：日前中国科学院
心理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
布的《2012年度中国职场心理健
康调研报告》显示，职场个人幸
福感排名中，政府机关排名倒数

第一，排名倒数第二的是民营企
业。

《扬子晚报》评：首先，这次
调查共对9072名受访者进行了
调查，其中2 . 7%为政府机关、非
营利机构、科研人员，且所有受
调查者中74 . 8%为30岁及以下的
年轻人。公务员的“幸福溢价”与
自身所处阶梯层级有着很大的
关系，其薪资晋级体系远非企事
业单位能比。换言之，30岁以下
的公务员也许与30岁以下的企
业员工差距不大；但如果时光前
进十年，40岁左右的公务员与40

岁左右的企业员工，还能坐在一
家咖啡馆喝茶聊天吗？

其次，尽管我们看到公务员
自身的幸福感认同较低，但对

“组织幸福感”认同很高。这是社
会对其身份的尊重与推崇，有益
于自我价值的实现，甚至在熟人
规则之下，某些时候会成为办事
中的润滑剂与硬通货。那么，其
实可以这样理解，公务员自身幸
福感的低认同，更多是对工作不
被理解与体恤的忧愤，而并不是
生存语境上的“不幸福”。

再次，在行政构架中，公务
员薪资福利、津贴补助、发展前
景，乃至于工作压力，都会有类
似于“论资排辈”的潜规则在作
祟，于是，越是年轻的公务员压
力越大、责任越多、琐事越杂，这
也是“临时工”最容易背黑锅的
根源。权责利体系失衡，最底层
的公务员自然就容易“最不幸”。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公务员的
抱怨，未必没有道理，也未必不
是实情。

我个人认为，一个人，尤其一
名青年，终日活在“道德底线”上
是没什么意思的，掰开了揉碎了
说，更没什么潇洒可言。我个人认
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有太多
的青年以活在“道德底线”上为最
快意的活法，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是堪忧的。

——— 梁晓声(作家)

中国现有残疾人朋友8500

万，上午采访总结：1 .飞机晚点
广播通知，听障朋友是听不到
的；2 .超市里的电梯很少有平
梯，行动不便的人用不了；3 .有
的银行写字楼只有旋转门，行
动慢者无法进入；4 .网上总需
输入认证码，盲人朋友用不了；
5 .街上的盲道总被停车使用，
道路走不通。

——— 丁飞(媒体人)

新闻：据人社部数据，今年
全国将有699万名普通高校毕
业生，比去年增加19万人，是建
国以来最多的一年。就业情况
调查显示，本科毕业生签约率
为35%，同比下降12%。一家航
空公司称，“怕累，嫌待遇低，与
所学专业不符”是不少大学生
求职中的特点。(新京报)

点评：不是嫌工资低，是地
球人都知道物价高。

新闻：因为一时疏忽，宜宾
一女网友的手提包被“顺走”。
二十多天后，小偷将部分失物
送回她的家门口，还附上了一
封中英文双语的手写道歉信。
该网友在网上发帖告诉小偷：
已经从监控录像中知其长相，
从归还的物品中获得指纹，希
望其归还剩余失物。此事在网
上引起强烈反响。(华西都市报)

点评：小偷不可怕，就怕小
偷有文化。

新闻：北京市消协检测发
现，随机购买的40个蚕丝被样
品竟有47 . 5%不合格，主要是填
充物用聚酯纤维冒充蚕丝，人
为造假，偷工减料……便宜蚕
丝被只在检验口附近使用真蚕
丝，为的就是蒙骗会鉴别真假
蚕丝的消费者，这已是行业内
公开的秘密。(央视)

点评：还有多少秘密有待
揭开？

新闻：日前公布的2013年
安徽省公务员考录笔试成绩
中，有网友注意到，铜陵市公安
局编号“140018”的“专业警察
1”岗位共有12人报考，仅有1人
有成绩，其他11人皆为零分，而
该岗位共招3人。(人民网)

点评：打个赌吧，有成绩的
这位仁兄来路肯定不寻常。

@冰翼：宁波一中学图书馆无门
无管理员，馆名叫“信任”，年终
盘点，原来10万册书变成了10万
6千册。
@王刚：即便受到伤害，也坚持不
变，这样的信任，终会开花结果。
@陈夏凉：信任方能创造更好的
世界。
@美菱：心与心之间托起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SISSI：有信任才有行动，有行
动才有改变。
@说环保：能到图书馆看书的
人，素质都不低，而图书馆的氛
围，也会让人提高自己的素质。
@宏博剑客：不一定是多看书才
受到教育，信任本身就是一种良
好的教育！
@LOVE：建议让所有图书馆都
试试，素质高低一年后再评。
@蔡希语：从小父母就教育我们
不能拿别人的东西。有一点素质
的人都不会去破坏。

仅从毕业生的绝对人数、目
前的应届毕业生签约率就判定今
年是“史上最难就业年”，并不具
有太大的参考意义。因为，毕业人
数是个定量，就业岗位是个变量，
这个变量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大学毕业生的选择标准，标
准越高，这个变量就越小，就业就
越困难。相反，标准越低，变量就
越大，就业就越容易。

至于签约率，在较大程度上同
样取决于这个标准。现在是双向选
择，就有双向的“期望”，这种“期望”
不能形成某种默契，过高或过低，
签约率自然也上不去。无论求职学
生多么优秀，无论就业岗位多么吸
引人，最终都会分道扬镳。

社会应鼓励大学毕业生从普
通行业干起、普通职业干起、普通

岗位干起、甚至从普通薪水干起，
让大学毕业生有充分的机会融入
基层、体验民生、体察社会，在这
个成长过程中，既要鼓励“出人头
地”，又要确保“脚先着地”。

窃以为，大学毕业生如果能够
做到四个“一点”转变就业观念，即

“眼光长远一点，姿态放低一点，收
入减少一点，付出再多一点”，社会
岗位这个“变量”就会大大增加，就
业形势就会大大缓解，就业也就不
会觉得这么难。北大才子陆步轩可
以卖猪肉，重庆小伙秦玥飞耶鲁毕
业后可以当村官，华中科大毕业生
李铿锵可以卖烤红薯，还有什么所
谓“面子”放不下呢？

善于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
平凡的业绩。北大党委书记朱善
璐说：“北大的学生为什么就不可

以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只要他卖
猪肉卖得最好，修鞋修得最好，种
地种得最好，工人当得最好，那一
样是我们北大的骄傲。”

要破解就业困局，还需要社会
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就业难不可
怕，最怕的是机会不平等。而要做
到机会平等，笔者以为，必须做到
三个“破除”，即“破除机会土壤，破
除陈规陋习，破除就业歧视”。

如今就业“机会主义”盛行，
萝卜招聘、拼爹现象、暗箱操作，
严重影响了就业公平。企事业单
位招聘“讲出身，论门第”，让很多
优秀毕业生失去了机会。还有各
种各样的就业歧视，性别、年龄、
户籍、外貌等要求限制，将原本符
合条件者拒之门外，甚至出现了

“双乳对称”这样的荒唐闹剧。

总体来看，随着社会的不断进
步，这些横亘在就业公平前面的一
道道沟沟坎坎正在清除，比如不久
前，教育部就下发通知，严禁发布
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
的招聘信息。拿掉了长期以来困扰
大学生就业的“院校门槛”，

客观地说，拿掉制度上的就业
门槛容易，拿到用人单位的心理门
槛还很难。所谓就业观，实际上是
社会的一种整体价值观，社会应加
速引导正确就业观的形成。对国家
而言，更应注重招聘制度设计的公
平，做到机会分配均等，对刚刚跨
出大学校园的毕业生而言，更多的
是要转变就业观念，把事业的火种
撒播于基层，把腾飞的支点选定基
层，把个人的梦想放飞在基层。

(原载于《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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