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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大龄研究生被挡在就业门槛之外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
示，2022 年全国考研报
名人数达到 457 万人，
比去年增长 21%。自
2014 年起，教育部取消
了考研的年龄限制，随
着考研热的不断升温，
大龄研究生的数量也逐
渐增多。然而，不少人
反映，一些单位招聘、
企业校招普遍设置了
“报考年龄不超过 28
岁”“面向 35 岁以下招
聘”等条件，年龄门槛
直接将大龄研究生拒之
门外，限制了他们的就
业选择。（4 月 15 日，
新华每日电讯）
　　事实上，“大龄研
究生”的称谓，并不科

学。并没有人规定“攻
读研究生非得多年轻”，
社会上的人也有提升学
历提高能力的权利和需
求。研究生毕业时，不
管年龄大小，就业选择
不能被人为设限。
　　企业在招聘时人为
设“年龄槛”，固然有
自身诉求考量，但其暴
露出的用人观狭隘而功
利。如今研究生毕业时
“超过 28 岁”渐成趋
势，企业“28 岁以下槛”
或者“35 岁以下槛”，
一来是挡住“育龄女员
工”，二来是互联网企
业有“招聘低龄码农”
的诉求，互联网大厂流
传着“码农 35 岁面临

失业”的传说。如今国
家正在破除各种就业歧
视，“侵犯公民就业合
法权益”的歧视性条款，
传导到“研究生毕业生
招聘端”，不仅扰乱了
国家教育秩序，同时背
离了“做有社会责任感
的企业”的初心。
　　所谓“大龄研究生”
就业过程中，有时也会
遇到诸如“年龄门槛”
等障碍，这也提醒高校
在培养人才、维护研究
生正常权益等方面可以
“有所作为”。前一段
时间，教育部发文，决
定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
长访企拓岗就业专项行
动。高校书记校长在深

入企业为毕业生就业探
路时，不妨为破除企业
招聘偏见多做开拓性工
作。近年来，个别导师
和研究生的紧张关系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也有
少数导师为了让研究生
多为自己做项目，即便
研究生可以合格毕业也
“不放行”，希望这样
的导师，多为研究生就
业和前途着想，不要人
为设槛，帮助研究生顺
利、正常毕业。
　　研究生教育，是开
发提升人力资源的重要
手段。很多人就业后选
择全职读研究生，是在
为未来“充电”赋能，
对自己和国家社会都是

好事。企业为了短视利
益对“大龄研究生”人
为设槛，未必对企业长
远发展有利，客观上还
容易造成国家教育资源
的浪费。随着延迟退休
的逐步推行，所谓的“大
龄研究生”已经成为“黄
金人力资源”，他们经
验更丰富、责任感更强，
在单位、企业发展中很
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同
时，高校也要改善研究
生培养方式，多为“大
龄研究生”就业提供助
力，让更多毕业生“人
尽其用”“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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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烂尾楼”起死回生，也是种民生担当

　　去年以来，云南省
发力清理整治“烂尾
楼”，对全省 334 个“烂
尾楼”按照“一项目一
方案”进行重组盘活。
目前已有超七成“烂尾
楼”基本盘活，随着越
来越多楼盘传出复工交
房的消息，购房者看到
了安居的希望。（4 月
18 日 《工人日报》）
　　目前的情况看，几
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

“烂尾楼”的现象。“房
子建到一半，开发商跑
了”“开发商几经易主，
施工断断续续，交房遥
遥无期”……近年来，
“烂尾楼”成为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业主无奈之下被迫搬进
烂尾楼居住生活的新闻

更是刺痛了公众的神
经。
　　“烂尾楼”的形成
有着复杂的原因，如今
需要做的不是如何追究
责任，而是如何让“烂
尾楼”能够起死回生？
因为，一个“烂尾楼”
的存在，不仅仅是一个
楼房工程的问题，而是
牵涉千千万万个家庭的
问题。对于老百姓而言，
买一套房子不容易，不
说是砸锅卖铁，但是也
确实是动用了绝大部分
能动用的资金。而且对
于拆迁户来说，很多人
还住在租赁的房子里。
“烂尾楼”的背后其实
是民生的大问题。那么，
盘活“烂尾楼”的事情，
就不是简单的经济发展

的问题了，而是民生诉
求的问题了。我们常常
是安居乐业就是这个道
理，只要“安居”了才
能“乐业”，只要“乐业”
了才能促进发展，才能
让社会更加和谐。
　　据云南省住建厅统
计，云南省“烂尾楼”
项目多达 334 个。报道
说，去年以来，云南掀
开“烂尾楼”的“遮羞
布”，加大清理整治力
度，提出力争在 2022 年
将“烂尾楼”问题全部
化解。随着有关工作的
推进，一些长期烂尾的
楼盘迎来重生，被烂尾
心病困扰已久的业主们
看到了安居的希望。这
里就有一个比较典型的
例子，一位市民终于在 

“烂尾楼”烂尾 8 年之
后拿到了钥匙，这是盘
活“烂尾楼”给市民带
来的利好。
　　我们不能看着“烂
尾楼”导致的“苦涩味”
蔓延。无论“烂尾楼”
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都
应该本着民生为先的理
念，对“烂尾楼”进行
盘活。要针对“烂尾楼”
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属
性，不同的问题，找到
治理的“解药”，化解“烂
尾楼”的疾病，让其尽
快起死回生。当然，“烂
尾楼”情况负责，问题
是盘根错节，但是只要
政府部门敢于担当，敢
于破解，办法总比困难
多，就一定能够找到问
题的症结，就一定能够

对症治疗，让“烂尾楼”
不再烂尾下去。从政策
的高度，从民生的高度，
从发展的高度，去支持
盘活“烂尾楼”，既是
对资源的保护，也是对
民生的回应。
　　“烂尾楼”是历史
遗留问题，解决遗留问
题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
任。“烂尾楼”现象不
是“云南现象”，既然
云南能破解，其他地方
一定也能破解。别让“烂
尾楼”成为城市的疮疤，
更不能成为城市的“阑
尾炎”。是病就得治疗，
而不是任由其病入膏
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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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报告排查制，给被拐妇女撑起保护伞

　　妇女权益保障法修
订草案 4 月 18 日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二
次审议，拟建立拐卖妇
女等侵权行为强制报告
排查制度。草案二审稿
进一步突出对妇女人身
权、人格权的保护；拟
建立拐卖妇女等侵权行
为强制报告排查制度，
规定婚姻登记机关、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村委会）
等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
中发现妇女疑似被拐
卖、绑架的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
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处
理。（4 月 18 日 中国新
闻网）

　　可以预见的是，若
该草案被通过，强制报
告排查制度得以落实，
那么，这将会进一步震
慑妇女拐卖犯罪行为。
　　近年来，我们加大
了“打拐”力度，一些
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分
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可是，大家也知道，那
些拐卖妇女、儿童的案
件之所以能浮出水面，
几乎都是靠受害人发
声、媒体的介入，或者
是网友在网上曝光，引
发公众关注，才最终被
公安部门挖掘出来。如
此的“民间打拐”，显
得略微被动。而这一次
的强制报告排查制度，

是赋予相关人员主动报
告、排查的法律责任，
让他们主动将拐卖女性
的线索报告给公安部
门。
　　事实上，一些妇女
被拐的线索，在基层部
门执行公务、正常工作
时，完全可以被发现，
但因为没有强制报告排
查制度，基层部门的工
作人员也就视而不见，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比如，村民请求村委会
开具户口迁徙证明；比
如，男女办理结婚证时，
外地户籍的女性有重婚
现象；比如村里的老光
棍突然“娶”了一个外
地的媳妇等等，这些现

象都有可能涉嫌到妇女
拐卖。
　　之前职能部门的工
作人员发现了妇女被
拐、被绑架的线索，是
不是主动向警方报告？
那是他们的自由选择。
即便熟视无睹、视而不
见，也仅是受到道义上
的谴责，而无需承担法
律责任。但是，现在有
了强制报告排查制度，
居（村）委会、民政
局、妇联等部门的工作
人员，发现妇女被拐、
被绑架的线索后，就必
须主动地向公安部门报
告，否则就会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这就是强
制报告排查制度的要义

和精髓。
　　强制报告排查制度
督促相关人员履行保护
义务，而不能坐视拐卖
妇女的罪恶发生。显然，
这将给“打拐”提供更
有力的支撑。被拐的女
性，人身自由被限制，
人格权无法保障，女
性的合法权益被肆意践
踏。文明法治的社会，
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现象
发生。建立强制报告排
查制度，能为被拐女性
撑起权益保护伞，乃至
揪出罪恶的人贩子，让
他们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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