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795万人，他们选在哪里就业？早年间，有

一个叫“北上广深情结”的专有概念，意指

一些特大城市往往对人才更具有吸引

力。但随着新一线城市的纷纷崛起，情况

正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17应届毕业

生签约新一线城市 的 比 例 与“ 北 上 广

深”基本持平，希望在新一线城市就

业 的 比 例 达 到 37.5% ，明 显 高 于 一 线

城市的29.9%。

改革开放近 40 年，城市迫于人口压

力转向自发性“淘汰”，城市群从中心向周

边辐射，人力和资源呈阶梯式分布，本身

即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况且就人

才竞争而言，也得符合竞争法则，如高校

毕业生的绝对体量还在逐年递增，大城市

未必都能容纳得下；而扩招带来人才结构

变化，很多毕业生与大城市产业已不甚合

拍，选择离开无所谓“逃离”，而是找准自

己的位置。

(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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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竞争表现为“抢人大战”
在信息化社会，政府网站是党委政府密

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互联网+政

务”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法治政府、推进政

务公开的重要平台。

以用户思维推进政务公开，政府网站不

能当搬运工，将政府管理事务原封不动地搬

到网站上，而要优化流程，为公众和企业提

供“一站式”的高效便捷服务。在充分利用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打破政府

部门条块分割以及地域、层级限制，消除信

息孤岛。 (人民日报)

政府网站要有用户思维
学校把“发展方向”具体化成了“分数方

向”。为了获得更好的分数，初一就开始提

示学生分科。

在义务教育的初中阶段，不管是哪个学

科的学习，对学生而言都还处于打基础的通

识教育阶段。如果把“新高考”的分科、选考

等方式机械地复制到初中，以分数为导向，

变成“小高考”，既不利于他们全面发展，又

不能真正找到他们的特长进行培养。而课

业负担的加重，已经背离了改革的初衷。

(中国青年报)

不要把“新中考”变成小高考

肥胖更隐秘的问题
是被歧视和心理压抑

全国哪个地方

的人最胖？

中国疾病控制

中心《慢性病及其

危 险 因 素 监 测 数

据》报告称：

总体而言，北

方人超重率和肥胖

率 明 显 高 于 南 方

人。其中，天津的

超重率全国第一，

为 40.9%，西藏的超

重 率 最 低 ，为

18.4%；北京的肥胖

率 全 国 最 高 ，为

25.9%，海南和广西

的肥胖率均最低，

为5.7%。

超重或肥胖的人更加在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他们不希望自己在锻炼的时候吸引他人异样的关注或揶揄，让他们陷入尴尬。更深层的原因可
能是，肥胖者会通过别人的异样关注而深信自己属于懒惰，不爱运动的那种人。

2017年5月上旬，上海市民办小学

举行“幼升小”面谈，阳浦小学和青浦世

界外国语学校把家长也列为考察对象，

考题难倒了众多家长。家长的肥胖居

然成了一些学校的考察目标。家长太

胖，孩子就可能不被录取。这事引起了

一些家长和公众的愤懑，认为这是赤裸

裸的人身歧视。

如果考舞蹈学校，根据家长的身材

预测学生发育走向，也无可厚非。但孩

子考的是小学，也要看家长身材，就有

些过分了。

但是，也有人支持学校这么做。理

由是，生活和学习要求的是自律，自律

就是积极主动管理自己、对自己负责。

如果一位家长很胖，体重超标，健康亮

红灯，还是不肯减肥，管不住嘴，迈不开

腿，自己的身材都管不好，怎能管好人

生？家长不自律，孩子怎会自律？

这种反驳似是而非。肥胖的成因

太复杂，显然不只是人的不自律，管不

住嘴，迈不开腿那么简单，至少是遗传、

环境和后天行为方式的复合和叠加。换言

之，肥胖有难以控制的先天因素。

以家长在吃喝或锻炼上不自律，进

而怀疑孩子也不自律作为肥胖的依据，

就不录取肥胖家庭的孩子，有些强词夺

理。不过，从另一面看问题，肥胖的确

有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无节制、不愿

意锻炼的因素。

让人伤心的是，肥胖者难以排解的

自卑和自悲，可能导致隐性抑郁，慢慢

地影响生活和工作。另一项最近发表

的研究调查“肥胖歧视”与生理活动之

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肥胖者感觉到自

己由于太胖而受到他人的歧视，他们的

锻炼和活动会比其他人有明显的下降。

研究人员分析了英国长期追踪调

查的50岁以上的5400名志愿者的相关

信息。那些感觉到自己因为过于肥胖

而受到外界歧视的人，每周参加至少一

次中等强度或高强度的运动的可能性，

比其他人要低66%。

原因在于，超重或肥胖的人更加在

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形象，他们不希望

自己在锻炼的时候吸引他人异样的关

注或揶揄，让他们尴尬。更深层的原因

可能是，肥胖者会通过别人的异样关注

而深信自己属于懒惰，不爱运动的那种人，除

了自惭形秽，从而破罐子破摔，认为不必过分

地锻炼身体以减肥。而且，他们认为，锻炼与

否，结果也并不会有多少差异。

因此，面对肥胖，既要找到原因，从

饮食和运动方面进行积极的减肥，也要

有配套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他人应当

克制对肥胖的歧视，给肥胖者创造宽容的健

身氛围，从而提高国民整体健康水平。

（《中国青年报》）

近日，多家媒体转载了中国

疾病控制中心发布的《慢性病及

其危险因素监测数据》报告。从

这个数据中可见：全国肥胖率为

11.9%，超重率为30.1%。北方地

区肥胖率明显高于南方，其中天

津超重率最高，达40.9%，北京肥

胖率最高，为25.9%。

虽然这只是一张 2013 年的

数据图，但是各省超重率、肥胖

率数值以及排行清晰可见，并由

此引发了网友们以《最胖最瘦省

份出炉》为名义疯转。更有网友

调侃“你在北方的寒夜里，一身

肥膘！我在南方的艳阳天，身材

苗条”。在这个引发网友大量转

载的帖子里，附骥其后的肥胖者

那些令人捧腹的种种尴尬和不

便，更透露出社会对肥胖的种种

焦虑。

肥胖是个世界性问题。据

一份由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科学

家牵头的研究显示，1975 年到

2014年间，全球肥胖人口从1.05

亿升至6.41亿，而根据2014年的

数据，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

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样

的一个变化，也可从国内权威机

构的表述中得到印证。今年 5

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梁晓峰在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介绍，中国人肥胖率是12%左

右，不算是世界上最胖的，但现在

增长的速度非常快，特别是在青

少年中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这个增长到底有多快，根据

《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上的

一份研究透露：“2014年，山东省

农村地区儿童中，17.2%的男孩

和 9.11%的女孩肥胖，而 1985 年

两种性别的肥胖人口都不足

1%。这意味着30年前，100个男

孩里还不到一个是肥胖的，而现

在6个男孩中就有一个。”难怪有

专家感叹：“这是我见过的儿童和青

少年肥胖人口最急剧的增长。”

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是部分地区肥胖率持续走

高的真正原因。城市化导致的

不良生活方式无疑是产生肥胖

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内的城

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高

楼林立，生活节奏快，久坐不动、

坐车便捷，美食、快餐种类丰富，

所有这些成为滋养超重、肥胖的

温床一点也不奇怪。

在一些城市里生活，想要有效运

动保持健康，却发现健身房远且贵，

步道远在郊区，绿地小若鸽笼，人行

道、自行车道或被汽车占据或被尾气

包围，周围大院、学校的操场设备很

少对民众关闭。如此这般，对于控

制体重和健康生活方式，往往只

能放任自流了。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生活

方式已经从城市波及至农村，呈

全覆盖趋势。很 多 地 方 农 村

已 经 完 全 没 有 了 过 去“ 高 枝

啼 鸟 ，小 川 游 鱼 ”的 自 然 环

境 ，生 活 方 式 早 已 经 与 城 市

无异，这也是为什么农村肥胖

率和城市不相上下的原因。

肥胖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先

兆，也客观上造成了社会的集体

焦虑。超重和肥胖在当下日益

成为一个社会问题，绝不只是个

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全社会形成

合力，从培育健康绿色生活方式

上着手治理。面对快速的超重

率增长，有关部门应该有所自

觉，改变观念，优化改良城市环

境，将城市环境、现代生活田园

化、绿色化，努力去除种种城市

病，把提供健康生活场所作为一

件关系民生福祉的大事来办。

（《光明日报》）

推广绿色生活 缓解肥胖焦虑

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