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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公考热难退烧，“制度公平”不是主因
不少人参加公考，主要是感觉这项工作“性价比高”。如果公务员只是一个普通职业，与特权、享受、清

闲、“铁饭碗”这些词完全沾不上边，相信“公考热”自然会降温。

>>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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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碰到过好多地方官
员说，卖地就像办了一个印
钞厂，想办事没钱，卖两块
地就行了。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华
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
的十几年间，中国一直处在
城镇化的过程中，但主要是
靠“卖地财政”发展，就是地
方政府靠卖土地推动城市
扩张和经济增长。

我们现在还是要通过
服务获得收益，服务做得越
多，收益就越多，谁来制约？

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
马伟杭曾参与力推浙江省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在
他看来，医药分开只是解决
了医院的趋利问题，但是还
不能解决医生的趋利问题。
因此，医保必须发挥首要的
作用，否则改革走不下去。

农民工的收入高，但是
大学生不一定愿意干，不只
是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专业
也不对路。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
与发展研究所政策研究室
主任李宁辉认为，大学毕业
生起薪不如农民工的情况
很正常，大学学的东西不符
合市场需求，很多专业都需

要调整。

英语四六级本来是大
学生必考项目，结果政策改
变了，如果不变的话，新东
方仅这一个项目就能做到
数亿元人民币。

日前，在中国民办培训
教育行业发展高峰论坛上，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演
讲中称，在中国做事情面临
很大的风险，因为社会改革
的步伐非常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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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评论员文章《如果“骑
警队”只是风景，不要也
罢》，文中的观点我不赞同。
在我看来，受到争议的大连
女子骑警队，如果能够起到
城市风景的作用，就不应该
取消。

大概十年前，我出差去
过大连，亲眼目睹了女骑警
的飒爽英姿，每一个同行的
人似乎也都没有“她们为何
不去搞治安”的疑问。大家
共同认为，从这些女警身
上，能够感受到大连这座城
市的活力，感受到这座城市
的软实力。当骑警队真正成
为一座城市的移动风景时，
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不要
风景”？

文章说，大连骑警队占
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花钱
不少，实用不多。但我认为，
骑警队的作用应该站在更
高的高度上去审视，反对的
声音中折射出的恰恰是一
种陈旧的城市管理理念。且
不说英美等西方国家，就连
我们身边的韩日邻国，警察
的职能其实绝不仅仅限于
传统意义上的治安，而是更
强调服务城市的理念。

我曾经去过韩国一座
与大连类似的旅游城市，不
仅仅是警察，这座城市所有
公务人员，从市长到科员，
所做的事情都围绕一个主
题，就是旅游。因为他们深
知，没有旅游就没有饭吃，
没有旅游就没有这座城市。
也许大连还没到这个地步，
但我想，亮丽的风景对于大

连这座旅游城市而言，是应
当值得珍视的。

另外，文章把养骑警队
看成“面子工程”，认为应当
把钱投入到警力相对匮乏
的郊区和农村，这种观点有
些牵强。按照这个说法，我
们国家奥运会、世博会其实
都不用办，这些钱当然也可
以用于扶贫。类似的还有火
炬传递仪式、天安门升旗仪
式、国庆阅兵仪式等，如果
仅仅看到这些仪式性风景
花钱的一面，那未免有些偏
颇。

由政府部门主导的形
象工程自然让人深恶痛绝，
但作为媒体，也应当引导公
众认识到，什么样的“面子”
有益于百姓、什么样的“面
子”坑害百姓，而不是一棍
子打死。 读者：杨林

>>回应

“骑警”变成风景，未必就要取消

□本报评论员 赵丽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
局党组书记杨士秋在接受采
访时，对“公考热”进行了分
析。他认为首先一个原因是
公务员报考坚持“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为各
方面人才提供了平等竞争机
会，操作公开透明，大家都相
信和支持这个制度。此外，统
一集中报考使人员集中，就
业形势严峻竞争激烈等也造

成“公考热”的出现。
1993年，国务院正式颁布

《公务员暂行条例》，把考试
录用的制度规定了下来。历
经发展，考录现已成为我国
公务员队伍的最主要入口。
如杨士秋所言，大量的年轻
人参加公考，首先是对这一
制度的公平性有信心，这是
毋庸置疑的。

当然，打消疑虑和创造
动力毕竟还不一样。应该看
到，不少人参加公考，主要
是 感 觉 这 项 工 作“性价比

高”。至于怎么个“高”法，大
家的看法无非有几大类：有
的人受“官本位”观念影响，
把公务员看成是“治人”的
权力拥有者；有的人则是将
公务员身份看做旱涝保收、
福利待遇高的“铁饭碗”；还
有人甚至是奔着“灰色收入”
去的。

如果公务员只是一个普
通职业，与特权、享受、清闲、

“铁饭碗”这些词完全沾不上
边，相信“公考热”自然会降
温。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我

国目前的公务员制度还存在
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用
人成本高但效率低等弊端，
那些有“吸引力”的好处确实
还有继续存在的空间，这也
是出现“公考热”的重要原
因。

其实，根据公务员法等
法律法规，公务员并非“终身
制”，而是有退出渠道的，但
由于考核虚化，退出机制常
常形同虚设。尤其明显的一
个问题是，由于“庸懒散”只
影响升迁，不会影响饭碗，一

些公务员逐渐放松了自我要
求，习惯于“一杯茶一包烟一
张报纸看一天”的工作状态。

这样“舒服”的生活，严
重降低了行政效率，影响了
公务员队伍的活力。为了改
变这种现象，从2007年开始，
深圳首先试点公务员聘任
制，目前这项改革已经在国
内一些省市推开。较之委任
制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有
一突出特点，即将“终身制”
变成“合同制”，如果干不好
或没有职位需求，就可能被

解聘。但是，根据现有报道，
怎么算不称职、由谁来评定
等关键问题仍有待解答。

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已经
起步，但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如何落实责任制，严格
考核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问
题。毕竟，没有压力就没有动
力。可以设想，如果有一天，
公务员这一行业真正回归其

“应然”的状态，去挤“公考”
独木桥的人将理性得多，这
对实现选贤任能的初衷也是
好事。

文明游客不是公约倡导出来的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游客”又爱又怕，靠一纸公约进行说教，也不过是自我安慰。文明的游客绝不

是旅游公约能教育出来的，文明的习惯必须以长期严格的公民教育为基础。

□本报评论员 崔滨

“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
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
物”；“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
吵闹，排队遵守秩序”。国家旅
游局28日发布的文明旅游公
约，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日前
南京一少年在埃及卢克索神
庙里留下的“到此一游”。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对
“中国游客”又爱又怕，靠一
纸文明旅游公约进行说教，
也不过是临时抱佛脚的自我

安慰。文明的游客绝不是旅
游公约能教育出来的，因为
文明的习惯是逐渐养成的，
必须以长期严格的公民教育
为基础。

“到此一游”的积年陋
习，早已到了“见怪不怪”的地
步。由于这一次是“一个文明古
国在另一个文明古国丢尽颜
面”，一下子让文明旅游上升到
关乎国家形象的高度。国家旅
游局主动揽责，发布旅游公约
大概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但是，教育国民的责任真的需

要旅游局来承担吗？
本来，在公共场所举止

得体、文明行动，不仅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也是
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自
觉遵从的社会公德和社交礼
貌。让一个人知道哪些行为
在公共场所是可行的、哪些
是被禁止的，实际上就是要
他明白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在现代社会，公民教育是培
养权利和责任意识的最好途
径，一个人只有先成为文明
的人，才可能成为文明的游

客，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

不乱扔废弃物”，旅游公约里
的这些内容其实是绝大多数
游客在学生时代就学习过的，
现在被临时“补课”，只能说明
当初的教育没有起到作用。很
多人对教育的理解就是知识
教育，文明礼仪往往被忽视。
也难怪，很多人对舆论谴责

“到此一游”现象不以为然。多
年来过度追求财富、轻视文明
修养的教育倾向和社会风气，
已经让很多国人的公共道德

素质明显滞后于经济和社会
发展水平。

“到此一游”刻在旅游景
区，根源是公民教育的缺失。
让人遗憾的是，这场全社会对
个人文明素养与国家形象间
巨大差距的强烈反思，仅仅带
来了一纸公约，这与此前政府
出台的“文明行为指南”等文
件一样，只是摆出“悉听尊便”
的架势。的确，舆论的遣责、社
会的反思、政府的约束，在某
种程度上有助于公众的自我
教育和文明观念的普及，但常

态化、可持续的社会文明不能
靠一再重复的“到此一游”。

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文
明礼仪的教育应该成为社会
发展的必修课，就当借助眼下
公众对文明旅游的关注，出台
更为切实具体，也更具有可操
作性和影响力的政策，比如在
学校真正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从小培养文明的公民，或对公
共场所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经
济或行政处罚等等，把这次

“到此一游”的耻辱，真正转变
成为提高国民素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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