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地“高配”研究生是社会资源浪费

许晓明
1

月
4

日，哈尔滨
448

名事业编制环
卫工正式上岗。 此前招聘共有

2954

名
本科生、

29

名研究生成功报名。其中
22

名研究生落选， 主要是对环卫工作认
识不够。 落选者之一的王洋称热衷体
制内身份不仅为稳定， 而且落户到城
市会带来就业、 教育等优势，“就算是
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1

月
14

日《华
商晨报》）

研究生争当环卫工，没有委屈、憋
屈的感觉吗？ 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
场面话，摸摸自己的良心可以说，没有
哪个孩子寒窗苦读是为了将来当上环
卫工。研究生争当环卫工，不是人才的
浪费吗？ 这是漠视家庭和国家心血的
不负责态度， 不谈个人在学习上的精
力付出， 家庭培养出一个研究生起码
要投入十几万元， 国家培养一个研究
生需要付出宝贵的教育资源， 任何一
个发达国家也没有这么奢侈———吸纳
大批研究生来“提升”环卫工素质。一
位如愿以偿的研究生坦言， 清扫垃圾
的工作一天就能适应了， 作为一种日
趋普遍的就业现象，环卫岗位“高配”

研究生，是社会资源令人心痛的浪费。

“赔本”的就业岗位，还能引得研
究生们趋之若鹜， 奥妙就在于获得这
份工作能够有事业编制。 获得事业编
制，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即使工
作辛劳、起薪不高，却永无“炒鱿鱼”的
后顾之忧， 工资小步慢跑得越来越高，

能在城市里落下户口， 自己可以享受
“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将来的子女教
育会水到渠成……外行看热闹内行看
门道，在“懂行”的职场人士看来，研究
生应聘环卫工是物有所值的好选择。

劳动力资源配置显著失衡的就业
模式，却成为年轻人现实的理想选择，

凸显的是编制相对与体制外就业的待
遇“特权”，凸显的是社会就业稳定性
和保障性的普遍缺乏， 凸显的是年轻
人就业安全感的普遍缺乏。人各有志，

各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是各人的自
由。然而，年轻人是社会发展中最具有
活力和动力的分子， 从社会的整体趋
势来看，为了一个事业编制的诱惑，高
学历的年轻人普遍放弃对事业理想的
追逐，这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是社会创
新创业的动力损耗， 是社会敢闯敢拼
的能量流失。

(

据《西安日报》

)

工程欠款不能成为欠薪的理由

罗娟
又到了岁末年终， 各类农民工讨薪

新闻再次刺激公众的神经， 有上演跳楼
秀讨薪的，有拜河神拜关公讨薪的，甚至
还有集体下跪的……辛苦一年打算回家
过年的农民工拿不到血汗钱， 被迫发明
了很多讨薪的行为艺术， 让人又悲凉又
气愤。

然而，许多农民工讨薪案的背后，实际
上是代表建筑方讨要承包商开发商拖欠的
工程款。许多农民工辛苦一年，不仅拿不到
工资，还要代表建筑方“表演秀”。而部分建
设方在回复为什么不支付农民工工资时堂
皇表示，开发商拖欠自己工程款，无法支付
工资。

开发商拖欠工资或者“卷包会”实在
可恨，然而，建设方以此为借口不发农民
工工资亦不能成立。 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主体是用工单位，而非建设原单位，企业
工程款固然和工人工资有密切关系，然
而，这是两个概念却是不争事实，混淆
概念只会让企业堂而皇之把经营风险
转嫁给劳动者，让建设方在经营能力不
够的情况下贸然接下层层转包的工程，

对能否拿到工程款无把握之时就安然
放心让工人开工， 最后大不了不发工资

不了了之。

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用人
单位有义务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因此，不
能说工程款被拖欠就拒绝支付农民工工
资。倘若如此，餐饮企业可以说有白条不
能发工人工资， 生产企业说有三角债不
能发工人工资。 建筑企业如今有工资支
付保证金， 其他类型的企业没有工资支
付保证金，一旦欠薪又该如何呢？

当前，政府重视农民工权利问题，工
会等多部门展开专项农民工工资清欠行
动。部分建设方利用这点，利用农民工成
为讨要工程款的工具，一旦钱到手，给农
民工发工资还算良心未泯， 和开发商一
样人间蒸发也是大有人在。

这种把工程款与工资捆绑、 甚至混
为一谈的做法， 虽然一时间为农民工要
到工资， 但是从长远看来， 这一责任不
分，法理不明的做法却埋下祸根，成为农
民工长期被欠薪的根源之一。

人社部的相关人士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受经济形势影响，今年农民工
欠薪案件有所增加，拖欠工资并没有在
根本上解决，甚至有从建筑企业向其他
类型企业蔓延的趋势，这其中重要的原

因之一就是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责任不够
清晰。

责任不明不仅让拖欠工资变成了理
所应当，建筑方反而变成了受害者，不仅
躲过本应受到的处罚， 反而从中推卸责
任， 甚至利用社会同情农民工的心理获
利。而农民工依然是最大的受害者，部分
人可能短时间拿到工资， 很多人的工资
却更遥遥无期。

这一类型的数据比比皆是： 去年同
期，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
联手启动农民工工资清欠专项整治行
动。 清欠完毕的

10

家企业欠薪案件中涉
及金额

2000

余万元
,

而农民工工资款项仅
为
163.9

万元
,

其余均为包工头打着农民
工讨薪的旗号讨要工程款。 在查处的案
件中

,

因工程款与农民工工资混在一起无
法清算

,

导致案件只能由劳动监察部门移
交司法部门。

作为有责任的媒体与公众， 固然要
帮助农民工在工资这一法定权利的获得
上鼓与呼，却同时要分清楚法理与责任，

警惕这些打着帮农民工讨薪的旗号、假
讨薪为名逃避责任，甚至从中渔利之举。

(

据《工人日报》

)

治理污染需要每个公民担当

周龙
连日来，北京、石家庄、邯郸等城

市空气污染指数“爆表”， 北京城区
PM2.5

值一度逼近
1000

。面对污染，各
地政府纷纷采取了停驶公车、减少排
污等措施， 很多市民尽量不外出、戴
过滤口罩甚至购买空气净化器。在网
上， 有人则表达着自己的讽刺挖苦，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清华校训被
改成了“厚德载雾，自强不吸”……

不可否认， 公众的不满和自我救
助，表达出的是对现状的批评，也是对
“美丽中国”的期待，是一种促进社会进
步的“正能量”。如果听不到这些不满的
声音，不关心公众的行动，让污染成为
一种默许， 最终受伤害的就是整个社
会。当然，积极的社会行动不止于批评，

更不限于整体环境下的“自我救赎”。

日前，北京市环保局召开新闻通
报会指出，虽然造成此次雾霾的直接
原因是天气，但燃煤、机动车、工业、

扬尘这些污染源排放量大才是根本
原因。可以说，雾霾天气的形成与每
个人的行为息息相关。

污染的来源有两种，一是点源污
染，二是面源污染。点源污染是有固
定排放点的污染源， 如工厂排污；面
源污染则没有固定污染排放点的污
染，汽车、垃圾袋、取暖炉等都能构成
污染源。目前，生活污染在污染中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因此，尽管雾霾天气的存在与政
府部门治污不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但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只是社会
资源的协调者和组织者。对于此次大
范围雾霾来说，除了工厂污染，每辆
汽车、每个采暖炉也是污染源。我们
不能自顾自地一边排污，一边又一味
地指责政府治污不力。

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公共问题成
为整个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在这个现
实面前， 每个公民都深陷其中无法躲
避。雾霾弥漫，没有人能“自强不吸”，解
决污染问题需要政府的力量，也需要每
个公民能切实身体力行、 有所担当，任
何独善其身和“厚德载雾”都无益于问
题的解决。

(

据《光明日报》

)

“最坚强儿童”让成年人“蒙羞”

李惊亚
最近， 广西一个名叫李阿作的

9

岁女童引来社会关注
:

因父母外出打
工，

4

年前她便开始照顾弟弟和哥哥，

用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个家，被网友
称赞为“最坚强留守女童”。

而就在不久前，

10

岁贵州男孩胡
镓豪的故事也震撼了很多人

:

母亲患
尘肺病住院，他在异乡照顾重病母亲，

每天帮妈妈洗脸、洗脚、擦身子，陪在
妈妈身边讲笑话逗她开心。 他是医院
里的最小陪护，却懂事得让人心疼。

大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穷
人孩子早当家” 的现象还很普遍，但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已跃居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活水平与
半个世纪前早不能同日而语，别说城
里的孩子娇生惯养，即使在广大的农
村地区，绝大多数父母也舍不得让宝
贝疙瘩吃这种苦、受这种罪。

纵观媒体披露的“最坚强儿童”，

往往事发西部地区家庭，而且越是贫

困家庭孩子越多，父母越能够一门心
思打工赚钱，对孩子不管不问。这让
人想起，去年底贵州毕节五个流浪儿
童闷死在垃圾桶里，这些孩子的父母
均健在， 但长期疏于履行监护责任，

以致悲剧发生。

在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网是立
体的，一环缺失，另一环立刻补上。特
别是对于未成年人群体，父母由于各
种原因对子女监护不到位甚至缺失
时，社会应尽快伸出援手。但据媒体
报道， 李阿作住在漏雨的简陋平房
里，几块木板拼凑成一张“床”，“床”

上一张凉席、一条薄被……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最坚强儿
童”频频出现，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
年的孩子， 过早背负了生活的重担，

这不是家庭和社会的光荣，每一个成
年人，都应该为没有照顾好我们的下
一代而感到羞耻。

(

据《新华每日电讯》

)

请

把

手

机

放

一

放

完
颜
平

要说现代达人最离不
开什么， 很多人会想到手
机。上网、购物、刷微博，有
人甚至感叹离开了手机简
直就成了“聋子、瞎子、哑
子”，“活不下去了”。

然而， 媒体报道的一
幕经典手机“情景剧”，让
很多人自问“手机是什
么？” 一次家庭聚餐上，年
迈的爷爷奶奶想和绕膝儿
孙们唠叨几句。 但儿孙一
人一部手机，有的在

QQ

聊
天，有的在玩游戏，有的通
话谈业务，老人不堪忍受，

愤然一句“你们就和手机
过吧”，摔盘离席。这一幕
给人带来的， 不仅是一种
“老人被冷落”的酸楚。

在信息化社会， 人们
的交流方式发生了颠覆性
变化。譬如中秋节，许多人
选择发短信送祝福。“月圆
是诗，月色是画，十五明月
空中挂。祝福是酒，问候是
茶……” 可以想象“第一
人”发出这则短信时，那种
表情达意的欣然。 可是你
发给我，我发给你，甚或群
发，不知转了多少轮之后，

这样一条美好的祝福短
信，就没了沟通的感觉，反
添一种“隔膜”的惆怅。

有时候手机现象可能
真的让你很无奈。 某地机
关一位领导， 接待来访群

众时不停看手机，一会儿信息，一会儿通话，

反映情况的大爷停下来了。“没事， 你继续
讲。”终于，领导的电话打好了，大爷也讲完
了。“领导你看，我这个事怎么办？”“什么事？”

领导脱口而出，似乎又觉得不妥。大爷理解，

“没事，手机嘛！”于是又重讲一遍。

当然，这样的现象也许不普遍，但有一种
现象却很常见。会议开始，上面开讲，下面在
干些什么呢？细心人统计了一下，半数在看手
机，偶尔也有“来电话了”突然响起，随之是手
机主人旁若无人地接听，习惯成自然，至于台
上讲了什么，不知道。“手机开会”成了“中国
式会议”一道尴尬的风景线。

由此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
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句网络流
传的调侃，已不仅表现在老人和孩子之间，还
表现在夫妻、亲朋之间；不仅表现在一个家庭
的聚会上，还表现在领导与群众的见面中；不
仅表现在开心娱乐的场所， 还表现在严肃正
式的场合。在拨号点击之间，地球村的距离被
拉近到方寸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却被疏
远到南北两极。

现代人不可能完全放下手机， 但我们不
能将其作为一种完全的依赖，“需要放一下时
放一下”。少一点机械、虚拟、程式，多一点真
心、真情、真实，让心与心相约、手与手相握、

话与话相通，方有浓浓真情的交汇。

(

据《光明日报》

)

让崇清成为一种风尚

桑林峰
清风长拂，清气长存，是人们的呼唤。

清白人生， 清平世界， 是人们的向往。让
“清”常驻人间，让崇清成为一种风尚，自会
带来政清人和，海晏河清。

万事万物，一旦与清一致，则别有一番
情致。清风徐来，清波不兴，令人神往；清茶
一杯，清气缭绕，品性自现；清醒头脑，清心
寡欲，实属难得；清新文风，清逸笔调，可堪
美文；清纯之气，清淡之味，自成格调。即使
清高之人，清雅自赏，也令人敬佩；纵使清
闲在家，清净自守，也令人羡慕。相反，一旦
与清背离，目标不清楚，思路不清晰，做人
不清白，为官不清廉，必然浑浑噩噩，浑浊
不堪。

人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清澈的水、清明
的天、清爽的环境，都离不开清洁发展。“地
沟油”、“毒胶囊”、“三聚氰胺奶”之类，破坏

性开发、过度消费、严重浪费之流，只会让人
想到一个“浊”字。在自然生态和人类健康面
前，如果不崇尚“清”，就会污染空气，贻害子
孙，更与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相违背，必然
遭人唾弃，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里。

不求人夸颜色好，但求清气满乾坤。如
果说在生态环境面前， 崇清是一种生存需
要，那么在人文、社会和政治面前，崇清则
是一种价值体现，一种信仰坚守，一种精神
追求。

方志敏在《清贫》中写道：“我从事革命
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

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
集的金钱， 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
业。”言语振聋发聩，荡气回肠。清贫精神是
一个人甘于清廉、乐于艰苦的崇高品格，是

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浩然正气。面对社会
生活的深刻变革、 各种文化的激烈碰撞和
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 每个人都应澄清思
远，激浊扬清，经常仰望方志敏等前辈们用
人格和情操铸就的清贫丰碑， 从欲望中解
放出来，放弃多余的物质追求，过过洁白朴
素的生活，体验心灵的丰盈充实，追求广阔
的精神空间和风雅之境。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像高洁的莲花那
样出污泥而不染，是一种崇高的境界，也是
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 郑培民有句名言：

“中国百姓历来喜欢清官，一个政治家及其
亲属在经济上是否清白， 是他能够获得公
众拥护的主要因素。”雁过留声，人过留名。

做到时时清白、事事清白，生前清白、身后
清白，才能赢得百姓夸奖，获得青史留名。

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则百
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干部清正、政府清
廉、政治清明”，“三清”目标尽吹清新中国
之风，宣示党心，深孚民心。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所有的
清，最根本的在于人的清，在于清者志之清
远、性之清淬、品之清正。否则，不崇清，不
褒清，不守清，只能换来污浊的人生。

清，求之不易，守之维艰。正所谓，“利
以义制，名以清修”，“多栽莲藕水自清”。常
受清水洁流的浇灌，心灵之花才不会枯萎；

常有清风正气的熏陶， 生命之树才会葳蕤
生长。每个人尤其是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增
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能力，才能让清气充盈生命的价值，让
清风吹拂生活的每一天。

(

据《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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