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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7年度录用公务员考
试于日前结束报名。岗位报考“冰火两重天”，以涉鲁
岗位为例，本次国考共有涉鲁岗位855个,比上年度增
加100余个；招录1307人,比上年度增加60余人,比前年
增加200人左右。截至24日18时的报名统计表明,东营
市河口区国家税务局科员(一)职位竞争比高达856:1。
紧随其后的济南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科员(四)
职位竞争比达到834:1。（本报报道）

面对媒体过分解读公考报考“冷热不均”的现

状，笔者想提个醒：这种现象的发生虽然有其客观原
因，但是折射出来的公考报考心理问题却不容忽视。
报考公务员，必须先摆正心态。

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选拔人才，不仅影响个体
命运，也是社会的晴雨表，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
趋向。十八大以后，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
公务员不合理的福利待遇受到制约，修正着人们对
公务员职业的认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兴起
后，人们对未来出路的选择更多了。公考和遴选分开
招录后，盲目报考和跟风报名情况也减少了。这些可
喜的变化使公考报考出现良性发展的态势，那为什
么报考还会出现严重的“冷热不均”问题呢？

客观上讲，造成“冷热不均”现象的原因，人社部
发言人李忠的分析不无道理。他认为，主要是因为这
些职位的学历、专业或者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要求相
对比较宽泛，考生选择的余地比较大。的确，今年的

公务员招考更加突出重视基层，省以上机关招考职
位除非有特殊要求或者特殊专业要求外，全部要求
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这使得广大应届毕业生报
考不得不扎堆在某些无限制条件的职位上。

综合来看，东部发达省份、中央部门职位、重要
职能部门往往是报考的热点。收入稳定、工作清闲、
福利待遇好等是一些人对这些岗位的印象。其实，大
部分考生未必对自己报考的职位有深入了解，就想
当然地挑选。据报道，这两年离开公务员队伍的人也
不少，大多因为不适应岗位需求，认为自己心目中的
公务员工作与实际差距较大。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反思，考公务员到底
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考试而考试？是为了跟风随大
溜？是为了当官发财？这些不应该也不能是进入公务
员队伍的理由。两年前，《人民日报》一篇《报考公务
员先想清楚了》的文章讲到，“报考公务员的人，如果

还是抱着当官发财的小心理，那就打错了算盘，错估
了未来。现在整顿“吏治”，不是一个暂时或偶然事
件，而是一个长远之计，是官场的新常态。”

这几天，中纪委反腐专题片《永远在路上》在央
视热播，人们在热议“老虎”“苍蝇”违纪违法行为的
同时，也看到了中央反腐的坚定决心。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打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使得公务员
队伍获得了百姓的信任，我们也由此可以理解公考
报名人数的回升。

从严肃党纪的现实到向基层倾斜的用人政策，
释放出党中央关注基层、重视基层的强烈信号。在当
下，基层依然有广阔的天地可以大有作为，广阔的空
间可以施展才华。事实上，在时间的坐标轴上，体制
的大门一直在敞开。报考者应该摆正心态，培养“基
层情结”，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让理想与现实更好
地结合起来。

10月26日，有个微信公号发了一篇人物采访
《海淀拼娃之战》，讲的是北京一些小学生家长每
年花上10万元为子女报各种奥数培训班的故事。
其中有一位家长，每周让女儿参加6个培训班，其
中奥数班就报了4个，最后终于得到重点中学的

“点招”。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让家长们不得不挤破了

头去争抢。许多人都明白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可是

除非退出这场游戏，否则谁也没能力去改变这个
规则。有能力的家长还能花钱“抢跑道”，而对于那
些既没有经济条件，也没有能力把孩子送到优质
学校的家长，则意味着孩子还没走上跑道，就已经
先输了一场。由此可见，当下教育生态已经严重扭
曲，当家长挤破了头送孩子进培训班，当所有人都
被这种教育方式绑架的时候，这又何尝不是教育
的失败？(10月27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10月20日，《亲情在左乡愁在右 老漂
族：为儿孙漂泊在广州》的报道出来后，“老
漂族”引起市民的广泛关注引起讨论。近日，
记者走访了不少“老漂族”家庭，发现这种生
活方式存在诸多问题，但现实是“老漂族”依
然在不断壮大。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更多的是
儿女们深深的无奈。（10月27日《新快报》）

“老年漂”，顾名思义就是：老了，还在
漂泊，还生活在别处。为谁漂泊？为了给儿女
分忧，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子或外孙。实事求是
地说，老年人要迈出做“老年漂”那一步，着
实不易。因为在国人根深蒂固的情结与社会意
识当中，一方面是故土难离、乡情难舍，那里
有我们熟悉的人、熟悉的事、熟悉的生活与劳
作环境等，这一切，让我们对家乡的眷恋从不
缺失；另一方面是落叶归根、倦鸟归巢，尤其
是人老了，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故乡安度晚
年，让身心都有一个最温暖的归宿。

然而，现在，很多老年人却跨越深深的思
乡之情，解开根深蒂固的寻根情结，勇敢地做
起无私奉献的“老年漂”。这要是放在十几年
二十年前，难以想像。为让年轻儿女能在异地
他乡取得更好发展，为让他们能在竞争激烈的
职场扎根，也为让城市聚集一批批必不可少的
建设者，他们背井离乡，落脚于陌生城市，独

自承受着语言障碍、饮食差异、环境变化等挑
战，确实是难能可贵。

我们每个城市，都应善待每位“老年
漂”。对“老年漂”的寂寞问题，儿女要多从
细节上予以化解，如引导老人与其他老人相
识，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多抽时间陪伴老人，
外出游玩尽量带上老人；尽量创造条件，让
“漂”到不同地方的父母定期团聚。而街道、
社区，在其组织的老年活动中，应将“老年
漂”也揽括进来，让他们常与街坊邻里交流互
动，而不是仅允许户籍老年人参与。

而“老年漂”的权益保障问题，则是最为
紧迫、亟需解决的问题。正如一位“老年漂”
曾经对媒体所说：“社保不在这，医保不在
这，每次看个病、配个药，都要自己掏钱，很
心疼的”。有些“老年漂”生怕自己生病，要
儿女花钱。异地就医结算不能互联互通，一些
“老年漂”就会觉得自己不仅没为儿女分忧，
反成他们的累赘，这让他们的融入感、归属感
更低，孤独感更甚。

在这个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时代，在这
个“儿女在哪，家就在哪”的独生子女时代、
老龄化时代，如何让“老年漂”们“漂”出幸
福晚年，不在乡愁难解和阖家团圆之间纠结，
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并破解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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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公务员，先要摆正心态
□ 李子路

让“老年漂”漂得更踏实

□ 李秀荣

在西安市雁翔路一银行,一农民工在进入银行
前脱掉鞋子，跪着去ATM机前进行操作。农民工
说，鞋太脏了，会弄脏地面。保安对农民工说：“没事
没事，你进去，一会儿我再拖一次”；可农民工说：

“我鞋上全是泥，没事，我一下就出来了！”（10月27
日《华商报》）

这是温暖、和谐的一幕。城市农民工和银行保
安都是社会基层人物，他们相互尊重、体谅，会让
不少人汗颜。假如大家都能像它们一样懂得相互
尊重，社会无疑将变得更加美好。

但动情之余，未免让人感觉有点辛酸或者异
样。网上，很多网友对农民工和保安进行了褒扬，
但也有人认为农民工缺乏基本尊严。无论是点赞
还是不平，都说明面对这一幕，网友无法淡定。

呼吁不要过度解读是徒劳的，如果人们对农
民工行为无动于衷，社会才不正常呢。同时，我们
要克制廉价抒情的冲动，把质朴的农民工推上道
德神坛。“脱鞋跪地取款”，何尝不是内心卑微的直
观体现？对此毫无节制地赞美，很不厚道。

类似现象并非个案。因为衣服脏，有些农民工
在地铁、公交上主动选择“有座位却不坐”的现象，
在不少地方出现过；相反的例子是，重庆某奇葩老
太因嫌恶农民工衣服脏而呵斥其“不该坐公交”，
结果引发网友一致声讨。

类似“跪地取款”现象不正常，也不该发生。农
民工的自知自觉固然可贵可敬，但这种做法有悖
常情，太突兀。这说明，农民工和城市之间不仅存
在收入、户籍等有形的隔阂，还存在心理鸿沟。在
洒下汗水的城市，农民工把自己当成了异乡人，一
举一动都谨小慎微。人站起来需要自己先站起来，
但城市显然也需要更多的“包容”。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2005年至2015年间，近六成中小学生
睡眠不足国家规定的9小时。相比成年人，睡眠
剥夺对儿童生长发育和学习记忆功能的损伤更
隐匿和不可逆。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学业压力是影响儿童
睡眠的主要因素，这个也是公众最直观的体
会。事实上，现实中孩子从幼儿园毕业进入小
学后，作息时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之前的
闲散玩耍为主，进入到更为紧张的学习节奏
里，睡眠时间和质量也就难以保证。

要想让孩子多睡一会，需要社会共同努
力。不仅要做好教育减负工作，也要改变目前
单一的成功评估标准，不再唯考试成绩论，减
轻孩子的成长压力。同时，要鼓励孩子多元化
发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学会自我控
制，安排合理作息时间，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从而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

农民工“跪地取款”

为何让人不淡定
□ 陈广江

保障孩子睡眠

要多方减负
□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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