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北京上周发布《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加大对7类人才的引进力度
后，3月26日，上海罕见地举行了一场“人才工
作大会”，对外公布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意
欲在“人才高地”基础上筑起“人才高峰”。加
上此前已敞开大门的广州、深圳，一线城市已经
全数加入到这场蔓延全中国的“人才大战”。
（３月２８日《每日经济新闻》）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地区都面临人才引进难
和留不住的尴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边远
落后地区更为显著，其中体制机制障碍是重要原
因。例如优秀科研人才在一线城市落户难、基层
一线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人才被忽略、一些优
秀人才通过努力和正常渠道不能得到应有的回
报，等等。

北京市不拘一格引人才，打破“唯学历”
“唯职称”的“一尺量”评价模式并开通“绿色
通道”，值得称道，也是对两办《关于分类推进
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积极响应。

当前，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体系基本成型，
要充分激发人才活力让中国创新跑出“加速
度”，必须优化人才评价机制，定向攻破当前存
在的突出问题。

“一刀切”的人才评价模式必须改变。过去
人才评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现象普遍，
比如说“四重四轻”就是通病，重学历、轻能
力，重资历、轻业绩，重论文、轻贡献，重数
量、轻质量严重导致不公，阻碍激活人才资源。
在评价的方式上也存在对部分人才正向的激励不
够、政策倾斜不够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实行分
类评价，以职业属性和岗位要求为基础，分类建
立健全涵盖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和贡献等要
素，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人才评价标准，“点
对点”“实打实”解决人才评价中的惯有问题。

结合不同人才特点，采用不同评价办法。尤
其要注重凭能力、业绩和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
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应当合理设置和
使用评价指标，对不同人才实行差别化评价，并

将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和从业操守等品德评价纳
入重要考核指标范畴，以此来解决评价标准“一
刀切”问题。

坚持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同
时发挥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的作用也是必要
的。此外，还要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
主体放权。

可以预见，随着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分类推
进，以人才发展机制“改革红利”构筑人才新高
地，必将有利于激活人才“一池春水”，让人才
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使各方面人才各得其
所、尽展其长；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才资源
优势加快转化为科学发展优势，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才支
撑！

一些企业看中了用户习惯，逐渐将微信朋友
圈变成营销推广的优选渠道。“作为员工，在私人
的社交群里偶尔转发公司的文章倒可以接受，但
领导强制员工把公司微信公众号文章转发到朋友
圈，这让我很不爽。”在河南省郑州市某公司工作
的王磊，看着公司发布的绩效考核新规一筹莫展。

（3月27日《法制日报》）
微信朋友圈本是人们为调剂工余生活、方便

人际交流而设置的私人表达空间，但近年来却大
有被演绎为产品营销渠道的商业化味道。不仅有
圈内个体藉此发布广告类信息的先例，更有一些
商家或企业也“盯”上了这个颇具影响力的传播平
台。郑州市某公司要求所属员工必须转发公司文
章，并将其与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显然扭曲了微
信朋友圈作为私人空间的本意，更是涉嫌以公权
干涉私权，遭遇员工的反感与抵触当在情理之中。

诚然，从商机层面考量，人人皆拥有、时时常
刷屏的微信朋友圈，的确可以成为传播企业文化、
推介商家产品的不错平台。但需要指出的是，微信
朋友圈既然是人们的私密之所，其内容就应当成
为人们“隐私”的一部分。而且，信息分享应该是一
种主动、自愿、积极的愉悦行为，而不应该受到来
自任何外力的挟持和强迫。总之，员工的朋友圈不
是公司的广告圈，微信朋友也并非企业用户，企业
应当厘清人际交流与公司营销的关系，把握好行
为分寸。

“明前茶，贵如金”，眼下正是新茶上市的时
候。高价诱惑下，有些不良商家用陈年旧茶冒充新
茶。前些日子，浙江宁波的李先生花了1200元在宁
波市鄞州区横石桥茶叶市场买了一批声称刚刚上
市的龙井新茶，结果发现茶叶质量不佳，经验证后
证明是陈茶。看人卖茶、以旧当新、以次充好、香味
可调、年份造假，茶叶市场存在不少消费陷阱。

外行不懂门道，往往会给内行留下了制造猫
腻的机会。不少消费者并不懂茶，缺乏相关消费知

识。他们朴素地认为，那种名气大、价格贵的茶叶，
往往品质更高。一些商人利用消费者的“不懂行”，
用云山雾罩、貌似有理的话把消费者侃晕，从而达
到使人上当受骗目的。

货真价实、诚信经营本应是商人的本分，也是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些以假乱真、以
次充好、投机取巧的茶叶商家们，理应得到规训与
惩罚。

（文/光明网 漫画/张建辉）

据媒体报道,我国中小学生校服市场的规模
接近千亿元大关。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研究
院院长杨朝明提出,校服有助于养成学生的集体
认同感,减少攀比心理,家长与学校应形成合力,发
挥其美育功能。然而,与校服市场、功能不相符的
是,校服采购、质量等问题时有出现。（3月28日《法
制日报》）

校服腐败问题由来已久，而且相关案件不时
会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以前不久湖北省恩施市
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校服腐败案”为例，被告恩
施州黔凯服饰有限公司在销售校服过程中,给予
学校及单位回扣71万余元,给相关老师及工作人
员回扣共计109万余元,涉及六县市150余所中小
学校。由此可见，校服里的“油水”有多少。

早在2015年7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就联合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见》，对校服的标准、校服市场、校服质量检查、学
校选用管理、校服采购管理等各方面提出了明确
要求。这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系统构建校服治理体
系的指导性文件。如果各相关单位均按规章行
事，校服腐败滋生的土壤就不会出现。

遏制校服腐败，斩断腐败链条有赖于依法监
管，惟其如此才能打造阳光校服制作流程，让学
生们穿上安全、干净的校服。其一，对校服生产企
业进行监管。比如，通过向校服生产企业宣传法

律法规和产品标准，以及对校服生产企业加强监
督检查和执法检查，不断增强企业质量主体责任
意识，确保出厂的产品质量合格。

其二，注重对采购流程的监管。据悉，校服购
买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完全进入市场流通,学校
和家长共同确定样式后,由家长到校服门店购买；
二是由政府出资,通过政府采购方式购买,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做好招投标工作即可；三是由采购单
位直接面向生产企业采购。其实，无论哪种方式，
让其在阳光下操作，就是最有力的监管手段。

其三，动员学生家长参与监管的积极性。比
如，让家长委员会参与监督，充分发挥好家长委
员会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和评价的作用。诚
如专家所言，如果家长委员会运行成熟,像校服这
类与学生权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完全可以由家长
委员会主导,以此杜绝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利益
输送。当然，也应该尊重学生们的意见。

让不法企业无处藏身，让劣质校服走不进校
园，让孩子们穿上最干净、最安全的校服，就须铲
除这其中可能存在腐败利益链条。特别提醒有权
力左右校服购买、制作的各级干部，应该树立廉
洁自律意识，尤其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更须牢记
乱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恪尽职守，杜绝腐败，为了
自己，更是为了教育事业，就必须向校服腐败说
不。

26日，在第23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到
来之际，河南交警总队集中曝光了10起典型“黑校
车”违法、超员案例。其中，郑州一家私立幼儿园园
长丈夫驾驶私家车充当校车超载100%送幼儿途中，
因拒绝接受交巡警检查疯狂逃窜，最终驶入死胡
同陷进花坛内被控制。该幼儿园园长霍某、司机程
某夫妻二人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拘
留。（3月26日环球网）

近年来，规范校车接送，保障学生生命安全，
成为社会共识。然而，仅河南一地就曝光10起典型

“黑校车”违法案例，说明校车监管领域存在很大
漏洞。问题校车多发生在农村，受经济条件限制和
利益驱使，越是在路况差的农村，越是在“高效率”
地使用“黑校车”，这需要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查处“黑校车”，需问责“盲监管”。管理校车，不
能满足于集中整治，而是贵在平时，每个环节都不
能“掉链子”。有关部门除了要检查校车是否合法
运营，检查车况及安全性能，检查是否超速、超员
外，还应建立对校车的跟踪监管机制，重点监督学
校和幼儿园安全责任是否落实到位，是否给校车
配备了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司乘人员，这样才能
给孩子安全加一道安全阀。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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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一格”实施人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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