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有种另类的“做好事”：一些社区干
部为辖区居民办好事情后，或暗示居民往单位
送锦旗、写感谢信，或指引其给媒体爆料“扩大
影响”，甚至出现媒体收到居民爆料措辞雷同的
情况。

老百姓最懂感恩。谁真正为他们办实事、做
好事，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而，有些干部
刚为群众办点事，就要群众“敲锣打鼓”，甚至事

情还没谱，就拐弯抹角要表扬，这就偏离了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也会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把本该
为群众做的事，当成一场名利交换。群众或碍于
面子，或担心表扬不到位事情不好办，大多会照
办，但如此一来，锦旗与感谢信就成了“荣誉贿
赂”，让人心里十分别扭。“要表扬”本质上是图
虚名、务虚功，是一种隐性的“四风”问题，必须
引起警觉。（3月27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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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底前，江苏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标识
化工作将全部完成。届时，群众可通过“江苏
12345在线”以电话、微信、手机APP等多种方
式随时进行监督举报。（3月26日《新华网》）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车“亮明身份”
才能更好地接受公众监督。从2012年12月4日开
始，至2016年8月31日，全国累计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9622起。从违纪问题类型
看，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问题最为突出，为
26172起，占比19%。

但公车“亮明身份”要“亮”得彻底。其
一，公车的标识要鲜明，无法撕毁无法改变。
其二，对公车应该进行编号，且每一辆公车都
可以在网上查到。其三，公车标识牌能否设置
“二维码”。如果在公车标识上打上“二维
码”，民众用手机一扫，就清楚了，既可以清
楚知道公车的详细信息，还可以立马举报，如
果举报有奖，则更为周密，如此，何愁公车私
用不杜绝？其四，要严惩。即便是公车“亮明
身份”之后，仍然无法保证公车私用现象一定
会被杜绝。因此，公车私用一经发现，一定要
对相关责任人严厉问责。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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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大学生求职旺季，各大招聘会相继拉
开大幕。今年我省应届高校毕业生将首次突破60万
人大关，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在工作地点选择
上，山东的高校毕业生表现出明显的省内就业意愿，
济南、青岛、潍坊等地格外受毕业生青睐。数据也显
示，2016届非师范类毕业生省内就业比例为74 . 96%，
主要集中在青岛、济南、潍坊、烟台、临沂等城市。（3月
26日本报）

山东学子“恋家”情结由来已久，将近3/4的省内
高校毕业生省内就业，这种选择在意料之中。大学生
就业集中在省内东部城市和省会城市，也不出人意
料。笔者查阅《2016年山东省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就
业质量年度报告》发现：在山东非师范类高校毕业生
省内就业地域流向上，比例最高的是青岛18 . 35%，其
次是济南15 . 36%，潍坊是6 . 74%；其他：枣庄0 . 99%、威
海1 .66%、聊城1 .68%，莱芜0 .51%。其中，大学生流向青
岛一个市的数量，超过了流向菏泽、东营等10个市的
数量总和。

笔者接触到很多毕业生，他们明确表示：找工作
时，首先看工作地点，其次才是待遇。尤其当前高校
毕业生的主力军——— 90后，生长在一个物质相对此
前丰富时代，对工作选择会进行工作氛围、生活舒适
度等综合考量，并不完全执着于工资高低。大学生就

业，正出现一种“地域优先于待遇”的新现实。
针对这种新现实，省内要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

施。一方面，人才向青岛、济南等经济发达城市集聚，
符合人才流动常态，适应了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内在
要求，而人才的支撑，又为这些城市发展注入了源源
不断的智慧和力量。为此，必须继续做大做强青岛和
济南两大核心城市，加快烟台、潍坊等省内重要城市
的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发挥好
它们的辐射带动作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有利于
形成人才结构、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有效互动。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我省西部地区和大量的乡
镇基层也有迫切的人才需求，而且面临着人才“招
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对此，也要积极采取措施
化解，省里和地方都要拿出具有普惠性和含金量的
政策来。年初，中办和国办印发意见，要求为大学

生基层就业、创业提供更好的条件，如省级以上机
关录用公务员，将普遍要求2年以上基层工作经
历，到艰苦边远地区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工资可高
定三档，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将落实乡镇机关事
业单位每人每月不低于200元的生活补贴；符合条
件的，还可提供专项安家费、就业学费补偿等。期
待省里的实施意见尽快出台。而地方也应该积极作
为，并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出台更灵活的制度措
施。我省高青县为了吸引大学生到企业就业，出台
了“双工资”政策，为到企业工作的全日制本科及
以上学历大学生发放每月500元政府补贴(补贴期限3
年),让大学生和企业双双受益。下一步还准备将博
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补贴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
每月4000元和2000元。这种做法不失为吸引人才的
有益探索，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据清华大学新闻网消息，校长邱勇近日对
每一位新生提出学会游泳的要求。对此，记者
致电清华大学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从2017
级本科新生开始，清华学生须通过入学后的游
泳测试或参加游泳课的学习并达到要求，否则
不能获得毕业证书，但如果学生有恐水症等特
殊情况，可不参加。(3月27日《新京报》)

清华重视游泳课、重视体育，显得更难能
可贵。不过清华规定，通过入学后的游泳测试
或参加游泳课的学习并达到要求，否则不能获
得毕业证书，这一规定我觉得值得商榷。在一
般情况下，不给学生发放大学毕业证书，多是
在成绩严重不达标，比如挂科4门以上，或是存
在严重违纪、违反法律法规等，而清华大学却
将学会游泳作为拿到毕业证书的前提条件。虽
然清华也称，如果学生有恐水症等特殊情况，
可不参加，可如何判定学生是否有恐水症?那些
没有恐水症的学生如果学不会游泳而拿不到毕
业证书，这对他们来说岂不太不公、太冤?

清华开设游泳课、重视体育，这值得点
赞，但我觉得还是没必要将游泳课变成“必修
课”，而还是应该将其设为选修课。可以用给
达到游泳课要求的学生学分奖励等措施来鼓励
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课程，但不宜一刀切地强制
学生参与游泳课，甚至将游泳课与毕业证书绑
定，这于情于理于法不通，容易损害学生的正
当权益。

房子一直是热点话题。最近，几篇文章刷爆
了朋友圈，分别是《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
白》《清华硕士集体逃离北京，房价真的在扼
杀年轻人的未来么》《清华毕业生：房价不
贵，你也买得起，社会很公平》。因为涉及房
价、学区房、清华北大、逃离北上广等诸多问
题，很是吸引眼球。

“自白”的作者讲，北大本硕博毕业，毕业到中
科院北京某所。今年是工作第三年，年前刚刚调
动了工作，转战南京某高校。为什么？细说起来一
大堆，总结起来就两个字：房子。

“逃离”的作者讲，清华本硕连读，工作两年
多，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创造力，上进，等等
自身的能力，在北京好好生活下去的时候，现实
却残忍地告诉他，越来越买不起房了……北大清
华的硕士博士出来，甚至工作几年下来的年收入
买不了一平方米学区房，这是哪出了问题？读完
清华北大都买不上房，为什么要买学区房？

学历和房子有关系吗？学区房价格高与学历
是否值钱有直接关联吗？高学历和房价能定义人
生吗？你可以选择做不被房价击垮的人吗？本次
话题在本报理论评论部公共号刊出后，用户评论
如下：

济南山人：学历是奋斗的一个成果，奋斗的
人应该普遍过得好一些，应该买上房。

纸媒：为什么学历不值钱而学区房值钱？如
果学历不值钱那么学区房应该也没啥用才对，表

面上这么想是可以的。但是深层次一想，学历从
来都是值钱的，说学历不值钱的，是没有用好学
历。

6911322:：学历与学区房？前者是兑现的业绩，
没想象空间；后者是概念，可以炒啊。

游客：学区房是资产，学历是求学的经历，有
学历的人并不都有能力。

云朵朵：很多买学区房的父母，希望自己的
孩子不要跟农民工和底层老百姓的孩子混在一
起，所以他们希望自己孩子上名校，这样就可以
和某厅某局的孩子呆在一起了。但是，你鄙视民
工孩子的同时，某厅某局也在鄙视你呀！这是一
条鄙视链啊。某厅某局也会教育自己的孩子，要
和某部某总的孩子一起玩，不要和那些势利的中
产阶级孩子一起玩。

泉动：学区房易定价，学区房易变现，学历变
现极难；学区房易换手，学历几乎不能换手；学区
房实用性强，学历仅限于认可或评价范畴，实用
性不强。

“不会游泳不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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