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辽宁沈阳一辆公交车
上，一名女大学生拎着的鞋盒不小心碰到了坐
着的老人，女生也道了歉，但老人怒气值爆表，
破口大骂。人民日报官微又转发一则小视频：6
月7日，浙江海宁一位大爷在公交车上大声放音
乐，还抠脚，司机提醒大爷小声一点，注意文明，
结果被大爷吼了一路，“我天天坐公交，没有驾
驶员像你这样说我！呸！我不要你说！”

应该说，任何年龄段都有好人和坏人，我们
不能因为一些负面事件中牵涉到了老年人，就
说老人都是“熊老人”，所以，将“熊孩子”和“熊
老人”标签化都是不对的。但我们所处的社会，
老龄化才刚刚开始，老年人越来越多，一个人怎
么优雅地老去，确实也是可以探讨的话题。年轻
人要尊重老人，老人也不能为老不尊，这样才能
让社会更和谐。（6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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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全国节能宣传周全国低碳日暨北京
市节能宣传周低碳日启动仪式在北京展览馆举
办。“我自愿每周再少开一天车”活动即日启动，北
京机动车车主每自愿停驶车辆24小时，即可出售碳
减排量，获得0 . 2元-0 . 7元的“减碳红包”，红包可在
微信兑现，此外还有电子优惠券等奖励。（6月11日

《新京报》）
有车一族队伍越来越壮大，堵车、尾气排放

等，也影响着城市的通畅，以及大气质量。现如今，
“减碳红包”来了，虽然钱不多，机动车车主每自愿
停驶车辆24小时，即可出售碳减排量，获得0 . 2元-
0 .7元的“减碳红包”。尽管活动发起方表示，这活动
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性，是倡议广大市民少开车，
而不是强制市民少开车。但是，小车少开30天，就能
领到15元，而且对大气环境有利，这就是“双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道理，在被越
来越多的人所熟知。的确，绿水青山没了，人类也
就没有了生存根基，要再多的金山银山又有啥用？
因此，北京市发改委联合腾讯、北京环交所、北京
节能低碳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启动“我自愿每周
再少开一天车”活动，每年准备了数百万元的礼
包，请市民来领取。这无疑值得点赞，更希望每个
人参与进来。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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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多个省份发文要求推行公车标识
化。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至少已有17个省
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公车标识化。同时，多地为
公车加装GPS、建立公车管理服务平台，公车改
革正向深处推进。(6月11日《新京报》)

“公车标识化”不是新事物。早在公车改革

前，就有一些地方尝试推行公车标识制度，比如
2 0 0 4年，浙江省平阳县在全国首推“公车贴
标”；2005年，温州近万辆公车在前玻璃右上角
张贴“公务车”标识；2010年，湖北全省所有公
车统一张贴专门的公车标识。

“公车标识化”受到群众广泛点赞。当前，
“公车标识化”成为17个省份的全省行动，据说
还会有后来者，很多省份还要求，除标识“公务
用车”，还应标明监督电话，方便群众监督。
“公车标识化”进入推广期与“深水区”。

标明监督电话的“公车标识化”，比单纯张
贴“公务车”标识就完事的“公车标识化”，更
有利于公众监督。因为公车标识越细化、越明
显，越有助于公众识别公车，车上载明举报电
话，也能保障公众的举报权落到实处，而非像以

往那样对公车私用等现象投诉无门。对公职人员
而言，当公车面向老百姓“亮出身份”、公布举
报电话之后，他们在使用公车之时，多多少少会
产生一种随时都在被无数双眼睛监督的威慑感，
在公车私用、滥用等方面，会约束一下自己的行
为。

有人认为，标明监督电话的“公车标识化”
能让公车私用、滥用者彻底无所遁形。这倒需要
辩证看。进入推广期与“深水区”的“公车标识
化”到底效果几何，要取决于相关细则是否完
善。一者，“标识化公车”要方便群众监督。这
就要看如何确保举报渠道运行顺畅，如果监督电
话老是打不通或占线，无疑会浇灭公众的举报积
极性；也要看如何确保被举报的违规行为能得到
及时、严肃、公开的处理，如果只见举报不见处

理，同样难取信于民。
再者，公车使用要明确使用的标准和范围。

一些省份在实行“公车标识化”后，仍发现有公
车私用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公车私用、滥用的
标准和范围并不明确，让一些人有空可钻，将一
些违规用车仍当作合乎规定的公务用车；另一方
面，虽然加装了GPS定位，以实现有迹可循，但
基本无人来“循”，且违规处罚流于形式，不仅
不能以儆效尤，反而让大家在公车私用、滥用上
心照不宣，互相睁只眼闭只眼。“公车标识化”
的效果就可想而知。

“公车标识化”让公车使用更规范，但还需
要把工作做细。在标识化之外，更需要从预算上
扎紧公车使用的“钱袋子”，缩减车轮上的开
支，如取消不必要的公车，缩减公车总量等。

高考结束，暂时摆脱了课业负担，考生们可以
放松一下了。不过安医大一附院心理科主任黄晓
琴提醒，高考前考生们承受极大的心理压力和负
荷，考后又突然彻底放松，容易形成很大的心理落
差，“放纵”有害无益。（6月11日《市场星报》）

高考后、发榜前这段时间，被称为“后高考时
代”。媒体会在第一时间公布考试真题和答案，部
分考生一看自己某些题目做错了，扣了分，就会追
悔莫及、郁郁寡欢，陷入焦虑情绪当中。近年来，高
考过程中以及结束后，媒体已经报道过多起考生
因为发挥失常寻死觅活的事情。对此，不管是老师
还是父母，都应该做好引导、抚慰工作。但是更多
的考生，在“后高考时代”则容易陷入另外一种状
态，那就是放纵后的过犹不及。

对于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从高考前过
度的紧张到高考后的放纵，等于是从一个极端走
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很容易导致我们不想看到的
后果。比如有的考生夜不归宿，连续几天沉浸在网
吧打游戏，不但会对身心健康带来危害，而且还会
因为放纵引发心理上的焦虑、迷茫等等不适症状。
还有的考生天天聚会、酗酒，同样不利于身心。对
此，作为考生的父母家人，也要做好引导和约束工
作，不能任由考生在“后高考时代”把放松变成了
放纵，导致过犹不及的结果。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了吕梁市2016年市直
部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认定“世界史不是历
史学”等情况导致考生在考试资格复审环节被
刷，引发考生质疑。6月10日，吕梁市通过官方微信

“吕梁发布”对此作出回应，吕梁市委、市政府已
成立核查组，介入调查。（6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世界史不是历史学”，让人很自然想起那个
著名诡辩术———“白马非马”。众所周知，“白马非
马”论故意割裂了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关
系，属于偷换概念，大可一笑而过。然而，行政事
业单位招考中出现的现实版“白马非马”，却并非
黑色幽默。

历史学在本科阶段是一个单独的专业名称，
到了研究生阶段则不再有“历史学”的专业表述，
而是被细分为三个一级学科，分别是“世界史”、

“中国史”、“考古学”，同属于历史学类。此次吕梁
市市直部分事业单位招聘中，招聘计划明确写着

“本科及以上学历”均可报名，有世界史专业研究
生入围面试后，人社部门却以“世界史不是历史
学”取消其面试资格。按此逻辑，所有历史学类的
研究生都将与这一岗位专业不符，这显然与“本
科及以上学历”的招聘计划是矛盾的。在指责应
聘者“谎报专业”之前，吕梁市有关方面是不是应
该先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

这种“白马非马”现象并非个例，笔者也曾遭
遇过。笔者在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是广播电视新闻
学，在几次报考要求新闻学专业的公务员岗位

时，都因为多了“广播电视”四个字，而被以专业
不符为由而拒绝。根据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新
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等都属于新闻传
播学类的子学科。在学校中，广播电视新闻学和
新闻学的很多专业课，也都是在一起上的。

导致现实版“白马非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
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的专业分类和岗位要求不
统一。业内人士指出，专业分类是个令所有报考
者头疼的问题，部分省份探索性地给出一些本省
的公务员考试的专业分类目录，其他省份有的说
明是参考教育部的标准，有的直接不提专业这回
事。而在岗位要求方面，有的岗位要求为某一学
科类别，有的则是明确到某一级学科，甚至是二
级学科。这就导致招考单位和应聘者很容易出现
理解上的偏差，产生矛盾纠纷。

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缺乏担责意
识。为了避免因资格审查不严而承担责任，招考
部门工作人员在审核时往往僵化地对照专业名
称，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同样是此次吕梁
事业单位招聘中，有笔试成绩第一名的考生，因
专业是“会计电算化”，比岗位要求的“会计或财
务电算化”少了三个字，在资格复审时被淘汰。

专业审核中的“白马非马”现象，不仅直接侵
害了考生权益，不利于公开选拔人才，同时也带
来了“萝卜招聘”的质疑，影响公招公考的公信
力。对此，有关方面应尽快统一规范行政事业单
位招考的专业分类和岗位要求。

广告

“标识化”让公车使用更规范
□ 何勇海

公招专业审核

应拒绝“白马非马”
□ 张枫逸

“后高考时代”

可放松不可放纵
□ 苑广阔

“减碳红包”

多多益善
□ 杨玉龙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