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8日，我省《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
施意见》在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受到普遍关注。

职称，涉及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切身利益，事
关专业技术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衡量专
业技术人才学术技术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主要标
志，是人才评价的“指挥棒”。在我国，职称制度始

建于改革开放之初，多年实践探索表明，职称制度
对于激励专业技术人才干事创业、提升专业技术
人才队伍整体素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
而，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新行业、新职业、新
专业大量涌现，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素质、结构、
分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行职称制度体系不适
应的一面越来越多，如评价方式较为单一，评审过
程还不规范，用人单位评聘自主权落实不够等，尤
其是职称外语考试、职称计算机考试等“一刀切”
方式，饱受诟病，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职称改革的导向。古
语云：“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里的“天”，说的是

“道”，是树木生长的基本环境和规律；这里的
“性”，说的是树木本性。种树和育人的道理是相通

的。当前，职称这个人才评价“指挥棒”出现问题，
根子就在“道”上。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关键要遵循
人才成长规律，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陈旧制度，摒
弃那些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僵化做法，把人才
从“唯文凭、唯资历、唯论文”等桎梏藩篱中解放出
来。

“对实行全国统一考试以考代评专业的职称，
不再进行职称评审或认定”“不再将职称外语和计
算机应用能力作为职称申报评审的必备条件”“不
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对基
层一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淡化或不作论文和
科研成果要求”……我省发布的《实施意见》，直击
制约人才成长的“难点”、束缚人才发展的“堵点”，
对于激发人才的内生动力，增强人才的创新活力，

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还有着很高的含金量，必
将让人才评价“指挥棒”更为精准。

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进入新时代，
我们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开创新时代现代
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人才是最核心的基础，是最关
键的因素，是第一资源。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乔
尔·科特金曾说，知识人群在哪里聚集，财富就在
哪里聚集；哪里环境好，精英就在哪里聚集。当前，
全国新一轮人才争夺战正在进行，我省深化职称
制度改革正当其时。顺应人才成长规律，不断优化
制度体系，让人才评价“指挥棒”更精准，为人才发
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作出贡
献的人才有成就感、获得感，必将吸引和激励更多

“千里马”，在齐鲁沃土上竞相奔腾。

78岁的张老先生作为中国移动用户，没有
任何操作，突然莫名收到4条业务订购成功短
信，之后话费被扣去95元。事后，家人联系客
服将这些业务取消并退款，但第二天又收到两
条订购某业务的短信并被扣去40元。家属再次
联系客服却被告知退费只能操作一次。(4月18
日《北京晨报》)

这些年来，电信运营商“恶意扣费”的现
象频繁上演。而上述报道，“剧情”与以往略
有不同，即遭遇“恶意扣费”的用户是老年
人。究竟多少老人有过这种遭遇？这是一个值
得深究的问题。从上述案例来看，运营商“宰
老”的手段比较恶劣，在未经用户同意、老人
不知情的情况下，先给老人订购了一种业务，
每月15元；又为老人点播了一种业务，扣除话
费20元；此后，还为老人订购了另外几款游戏
业务。不客气地说，这是对老年用户连使“扣
费杀招”，毫无商业道德可言。

我们绝不能允许运营商为了自己的业绩胡
作非为。除了消费者主动向消协、电信部门投
诉外，有关监管部门要主动治理，尤其要把运
营商违规侵权行为纳入业绩考核。

近日，在面对闯红灯致受伤的电动车驾驶
人一方对于自己全责的疑问，浙江金华交警直
属二大队事故中队副中队长郑骁“回怼”称：
正常直行通过路口的车子，“为什么一定要给
它定个责任？”(4月18日《北京青年报》)

一般情况下，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
生交通事故，无论是不是机动车导致的，机动

车多半都要承担责任。然而，这起事件说明，
在交通法规面前，并没有弱者强者之分，只有
守法与违法之别。交警执法，对机动车、非机
动车、行人一视同仁，依法处罚违法当事人，
可以逐渐培养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和守法意
识。交警郑骁的回答，是一堂生动的普法教育
课。(文/卞广春 漫画/ 唐春成)

大学生找工作，关系到底多重要？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副教授蒋承在《如何才能“用得上、留
得住”——— 对基层就业大学生工作状态的定量
研究》一文中披露，他和团队发现，所谓“跑关
系”“走后门”等途径得到的资源，对大学生基层
就业状态几乎没有影响。(4月18日《中国青年
报》)

在就业市场，“有能力”比“有关系”更重要，
这样的集体新认知，确实是一种社会进步。

长期以来，我们这个讲求人情世故的社会，
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关系社会”，很多事情是需
要靠关系才能解决的，比如，在面临不公正待遇
之时。尤其是在面对就业竞争时，“需要关系”是
许多人的“共识”。这一点，越是在小城市，越是
在基层，表现得越充分。据报道，2003年6月，学
者陈成文通过对14所高校在校毕业生的调查，
发表了《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就业关系研究》，该
研究显示，高达90 . 1%的毕业生认为，社会关系
对就业影响相当大，只有3 . 7%的人认为影响非
常小。就业拼关系、拼背景的结果是，制造了阶
层摩擦、影响了社会和谐。

现在好了，“有能力”比“有关系”更重要，成
为许多人的新认知。出现这一重大变化，也许是

相关部门大力根治招聘腐败、落实就业公平的
缘故；还可能是因为基层群众的权利意识日渐
觉醒，对就业招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保持零容
忍的态度；也可能是因为用人单位在部门竞争、
地方竞争或行业竞争之下，招聘员工不再看关
系，而是更看重个人能力，以提升自己的抗压、
抗风险能力。

无论怎么样，就业重能力、轻关系都是一种
好现象：于就业者而言，大家都在能力的起跑线
上公平竞争，所有求职者对结果就会心服口服，
有利于创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也有利于整
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可以说，“有能力”比“有关系”更重要，是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广大求职
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必须充分意识到，通过关系
获得职位或者提升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将关系
当作工具进行投资，将越来越不太好使，从而摈
弃“有关系就等于有捷径，有后门就等于能成
功”的依赖思想，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培养综合
素质能力。摆在自己面前的就业到底难不难，关
键还得看自身实力硬不硬。“适者生存强者胜”，
拼关系虽能一时得利，未必能站稳脚跟，更无法
笑到最后。

运营商岂能

“欺老宰老”
□ 冯海宁

让人才评价“指挥棒”更精准
□ 孙秀岭

能力比关系重要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 何勇海

近日，笔者到某乡镇调研时，恰遇当地群
众为污水管网工程问题找镇分管领导上访。细
问之后，该镇领导无奈地表示，本来是一项民
心工程，但因为施工后的遗留问题，却让一些
群众闹心，自己也闹心。遗留问题包括：施工
后未及时修复道路，施工过程中石块泥土乱堆
放影响群众出行，施工产生的废料堆在群众田
里未清理，施工挖断路灯线，等等。

农村污水纳管工程是惠及百姓的大实事，
但现在因施工遗留问题而影响到群众正常生活
生产，这值得深思。有时候我们在实施民心工
程时，缺乏规划，缺少统筹，结果一个环节考
虑不周、一个问题招来民怨，民心工程就有可
能“走了样”。

百姓的福祉，离不开各项建设与工程，在
具体工作中，要规划先行，合理统筹，协调推
进，必要时还得召开听证会等，尤其是要注意
倾听百姓意见，让使用者来评判效果，这样才
能使群众得到实惠、得到方便，防止民心工程
成为闹心工程。

别让民心工程

成为闹心工程
□ 白杨林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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