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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人社部获悉，该部日前
印发《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下称《规定》），对事业单位招
聘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对于个别单位在
公开招聘中设置与岗位无关的指向性或
者限制性条件，搞“因人画像”、“萝卜招
聘”等违纪违规行为，人社部有关司局负
责人介绍，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如出现
违纪违规行为逾期不改正的，要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处分。（11月7日《新京报》）

作为系统约束事业单位招聘工作的
专门性文件，人社部新近印发的《规定》
可说是事无巨细。而在这其中，最受公
众关注的，显然还是关于“萝卜招聘”的
有关表述。在此之前，一些地方曝出的

“萝卜招聘”丑闻，激起舆论轮番声讨。
而从类似事件的后续处理来看，却似乎
并没有一套标准化的流程，也并没有可
以稳定预期的结果，这其实在客观上给
涉事者留下了免责的方便之门。伴随着
《规定》的施行，我们有理由期待，能够就

此补上这一规则漏洞。
《规定》明确强调，不得“设置与岗位

无关的指向性或者限制性条件”，不得搞
“因人画像”、“萝卜招聘”。这一系列行
文表述，可说是兼顾了列举式和概括式
两种立法模式。其一方面基于现状直接
列出了明确禁止的、特定的违规招聘形
式；另一方面则从概念层面进行了精准
化、一般化的定义……应该看到，打击

“萝卜招聘”虽然是《规定》的最大亮点，
但是《规定》的影响力却绝对不止于此：
其中某些条款，对招聘中常见的性别歧
视、学历歧视等，同样也构成了制约。

“禁止设置与岗位无关的指向性或
者限制性条件”，倘若严格从立法本义和
逻辑常识来说，那么凡是与工作专业属
性、与岗位胜任能力不相关的非必要招
聘条件，将统统不得设立。倘若这一规
定能严格落实，那么必将大大增强招聘
的开放性和公平性，这既能给更多应聘
者以参与机会，也能强化人才竞争真正
做到“择优录用”。当然，我们还是需要

警惕，实际操作中一些单位会自说自话，
对“岗位相关性”给出一套牵强措辞，并
在此基础上制定苛刻的招聘条件。

只要给招聘方留下过大的自我解
释、自我运作的空间，那么所谓的“萝卜
招聘”也许就很难彻底禁绝。这其实提
示我们，运用公共立法或“行政指导”等
多种方式，为事业单位的招聘工作持续
确立规范。比如说，针对那些常见的、类
型化的招聘岗位，不妨出台标准化、格式
化的“招聘标准”来加以引导，也即通过
预先拟定和推广的固定范式，来冲抵具
体招聘环节临时起意的暗箱操作。凡此
种种，对于优化单位招聘来说，都是可以
尝试的思路。

如果说“萝卜招聘”是一种堂而皇之
地舞弊，那么对于意在建构公平有序的
招聘纪律的众多事业单位来说，显然不
应满足于杜绝这种显而易见的“恶”。就
此而言，《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规定》的价值，理应得到最大程度
的正视。 □□然然 玉玉

国家邮政局人士预测，“双十一”快递
总量预计超10亿件。不少快递公司开出诱
人薪酬招人。不过一位“通达系”的加盟商
告诉记者，“双十一”“撑不过去就是死”。
在这背后，是不少加盟商一直面临“用工
荒”的窘境。有快递员表示，超长工作时间
加上严苛的罚款，身边不少同事已经跳槽
去送外卖了。（11月7日《新京报》）

“双十一”即将到来，消费社会即将迎
来新一轮的购物狂欢；消费需要的井喷式
增长，不可避免会给快递业带来巨大的挑
战和压力。这边厢，“双十一”不仅需要快
递业全力以赴，也需要“招兵买马”；那边
厢，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当下，不尽如人

意的生存生态，让不少快递员选择了转身
离场。当旺盛的用工需求遭遇快递员的

“改换门庭”，快递业就会出现人员短缺。
一提到“用工荒”，许多人都会习惯性

联想到春节前后出现的临时性劳动力短
缺。春节作为一个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
驱动着无数进城务工人员背上行囊、踏上

“回家的路”。离春节还有三个多月时间，
为何也会出现“用工荒”？快递业严苛的生
存法则，让不少人选择了“退出”；快递员流
失一直存在，“双十一”的“用工荒”将这种
人力资源的流失进一步凸显。

在一个利益“去魅”的时代里，每个人
都在寻找契合自己价值的实现通道。快递

业是一个充分市场化的行业；“能者多劳，
多劳多得”的激励与回报机制，让缺乏财富
积累和社会资本的年轻人，找到了一条“只
需自己拼命”的渠道。快递员的高薪，一度
吸引许多劳动者投身其中。

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指出，“劳
动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境遇，是一种把
自己的标准取向引向自我的实在性”。劳
动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
象和社会现象；劳动不仅关乎快递员的经
济收入，也关乎他们的体面和尊严，关系到
他们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当快递员的
日子不好过，他们自然会另辟蹊径。

快递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些快递企业对快递
员层层加码；生硬、冰冷的“以罚代管”，不
仅会让快递员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也会
让他们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下降。对
自己的处境不满意的快递员，很难做到“忠
诚”；当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遭遇不匹配
的收入和粗鄙的管理，“快递业用工荒”很
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里，不懂
得“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的企
业，难免会遭遇“用工荒”。“快递业用工荒”
犹如一面镜子，提醒企业管理者：不能等到

“用工荒”才懂得尊重劳动者；那些努力生
活的劳动者，需要更多“温柔相待”。

强化招聘纪律，杜绝“萝卜招聘”是起点

生硬、冰冷的“以罚代管”，不仅会让快递员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也会让

他们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下降。当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遭遇不匹配的

收入和粗鄙的管理，“快递业用工荒”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不能等到“用工荒”才懂得尊重劳动者

□杨朝清

你可知道，你的邻居多有“本
事”？对许多市民来说，还真未必清
楚。记者了解到，沪上首个“共享技
能”社区已经在虹口区凉城街道试点，
通过让社区居民自己当老师，互相传
授技艺，从而打破陌生邻里关系。（11
月6日《劳动报》）

在现代城市钢筋水泥的丛林中，
邻里间“电器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
来”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甚至有对门不
知姓甚名谁、来自何方的尴尬现象。
这些，让城市邻里关系走向了平淡疏
远，甚至越来越淡薄冷漠。

但是，“邻里好、赛金宝”，“远亲不
如近邻”，“远水解不了近渴”等等这些
话语，传递着街坊邻居在人们生活中
的重要性。构建和谐的现代化城市，
和睦的邻里关系不能缺失。“共享技
能”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让邻里之间走
出来，通过分享自己的“本事”和“技
能”，一方面既能打破当下冷漠的邻里
关系；另一方面也还能互通有无，实现
资源和技术共享。

事实上，现代城市居民既需要也
愿意与邻居分享喜怒哀乐、技艺技
能。比如，在凉城街道，第一期“共享
技能”试点，居民贡献出的技艺，让人
大开眼界，除了摄影、写作、插花、绘
画、瑜伽外，居然还有古琴、古筝、洞箫
等。这也证实了一点，只要为邻里搭
建起桥梁，让人们都走出来，和谐融洽
的邻里关系才能达成。

不难发现，如今在社区治理实践
中，各地也注重良好邻里关系的构
建。比如，多种形式的“邻里节”，通过
文化活动的开展增进了邻里关系；比
如，一些地方的社区出台“邻里帮帮
团”之类的项目，一旦有谁需要帮助，
都会互相照应。

与邻为友不孤独，邻里需要和睦，
邻里需要往来，邻里需要相帮。同样，
与邻为友，重在与邻为善。相遇时的
简单问候、一个微笑，相处时的以诚相
待、以心换心，面临困境时的守望相
助、相扶相持等等，这些均是维持良好
邻里关系之道。当然，对基层治理而
言，更不应缺失邻里“共享技能”这样
的“金点子”。

共享技能助推共享技能助推
和睦邻里关系和睦邻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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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龙

“邻里好、赛金宝”，“远亲不如近

邻”，“远水解不了近渴”等等这些话

语，传递着街坊邻居在人们生活中的

重要性。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强，养生渐
成热潮，与此同时，各种与养生有关的谣
言也开始广泛传播。不少人因缺乏医疗
专业知识，对各种养生谣言深信不疑，甚
至付诸行动。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8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8%的受访者有
被医疗养生谣言忽悠的经历。微信
（59.2%）、电视（48.2%）和网站（43.9%）是
人们获得医疗养生信息的主要渠道。
67.3%的受访者认为医疗养生谣言催生了
虚假保健品等不健康养生市场。（11月7
日《中国青年报》）

当前，医疗养生的话语生态遭破坏
的情况比较严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
质量上，医疗养生谣言与科普帖相比，都
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在数量上，各种谣
言充斥微信和网络，而这些谣言往往还
带有推销产品的目的。在质量上，不是
说这类谣言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而是指
它们所具备的传播效率之高，往往让科
普文章望尘莫及，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图

文并茂的内容，极易捕获眼球，让不少人
不问真伪，就想看下去或收藏、转发。

此次调查发现，超半数受访者有被
医疗养生谣言忽悠的经历，而在生活当
中，很多人因此上当受骗，把保健品当药
品使用的老人不在少数。从这些现象可
以看出，医疗养生话语生态已是问题重
重，纵使个人再有辨识能力和医学素养，
在这个已遭破坏的话语环境中生活，也
难免受其影响。医疗养生是刚需，假如
生态环境不能恢复，不仅很多人会遭受
眼前之害，而且社会整体健康素养也可
能被拉低。

恢复医疗养生的话语生态，办法无
非两个，其一是大幅减少谣言的数量，其
二是投放更多医疗养生方面的科普文
章。只要确保这两方面久久为功，才能
此消彼长，营造一个良好的医疗养生话
语生态环境。

在减少谣言方面，近年来社会已经
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针对谣言多为“标题
党”这个特点，国家网信办曾实施过专项

整治行动。但要看到，医疗养生谣言与
其他谣言不同，它更像是学术争议，还带
着善意的“面具”，在微信和网络上传播
医疗养生谣言，即使这种帖子不科学，也
很难据此给予惩罚。如何规范医疗养生
帖，怎么铲除这类谣言的生存土壤，这些
问题均有待化解。

在增加科普帖方面，则应动员专家
学者和普通医生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近
来，有地方在医生评定职称时，不再硬性
要求发表多少篇论文，只要求在网上发
表被广泛传播的医疗科普文章即可，类
似的举措有利于医生参与养生话语权的
争夺。除了要有足够多的科普帖外，更
需注重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假如写
出来的东西没人感兴趣，科学性再强也
不起作用。在这方面，谣言帖的一些做
法反倒值得借鉴。假如医疗养生科普文
章既具有科学性，又能像一些谣言帖那
样易于传播，则不愁这方面的话语生态
不能恢复正常。

□□罗志华罗志华

医疗养生急需营造良好的话语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