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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虽被取消，但“笔试 3.17分”也需查清

　　针对网络反映监利
市事业单位招聘笔试成
绩 3.17 分被录取的情况，
湖北省监利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8 月 2 日
回应称，鉴于该岗位仅
有一人参加面试，且笔
试成绩过低，取消该岗
位招聘计划。
　　无论是事业单位还
是国有企业，面向社会
招聘工作人员都应该依
法依规并公正透明，因
为这类单位姓“公”，
也关乎就业公平。国务
院颁行的《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条例》对此有相
关规定，各省市也有专
门的规定。湖北监利市
事业单位招聘中出现笔
试 3.17 分，令人诧异，
更让人惊诧的是，这样
的笔试成绩可以进入面
试环节。
　　当地人社部门情况

说明显示：4 人缴费报
名，2 人弃考，2 人参加
笔试，笔试成绩分别为
54.17 分和 3.17 分，经
过资格复审两名考生进
入面试环节。其中 54.17
分考生自愿放弃面试资
格，造成只有笔试成绩
3.17 分考生参加面试。
　　虽说招聘中有人弃
考、有人放弃面试资格
常见，但如果与 3.17 分
考生一人参加面试联系
起来就有疑问：这 3 人
或弃考或放弃面试资格
真的是自愿选择吗？是
否存在为 3.17 分考生
留下录取机会的人为操
作？目前此事仍在深入
调查中，希望有关部门
能尽快用扎实的调查结
果回答公众之问。
　　显然，取消该岗位
招聘计划是明智选择。
这不仅是因为该岗位仅

有一人参加面试，且笔
试成绩过低，不利于选
择优秀人才，也是因为
该招聘存在多种疑问。
除了上述疑问外，当地
允许笔试 3.17 分的考生
进入面试环节，是否与
此次招聘规则缺陷存在
关联性？
　　一般来说，既然是
笔试就应该有“及格
线”，考生笔试成绩只
有进入“及格线”才可
能有面试资格。这才能
确保考生具备招聘岗位
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和能
力。但不管怎么划“及
格线”，3.17 分都不可
能算“及格”，即使笔
试试题难度较大，也不
该如此低分。然而，3.17
分的考生却顺利进入面
试环节，如果不是网友
质疑、有关部门调查核
实，不排除该考生最终

成功进入事业单位。监
利市人社部门工作人员
回应称，笔试 3.17 分
进入面试属正常，笔试
成绩不设限，不要求
考 100 分。这种说法既
令人费解也让人难以接
受。
　　如果笔试成绩不设
限，意味着考生考 0 分
也有资格进入面试环
节，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笔试也就失去其考
察人才的意义。这更让
人怀疑此次招聘规则设
计是否合理。如果招聘
规则设计不合理，就为
招聘不公埋下隐患。所
以当地既要调查有无违
规，也要检视招聘规则。
　　《事业单位人事管
理条例》明确了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
程序，其中第四道程序
就是“考试、考察”，

如何考试需要在相关法
律法规中进一步明确。
《湖北省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暂行办
法》对“考试”有专章
规定，其中一些规定比
较详细，但对“及格线”
如何划定没有具体规
定。
　　相关制度对考试环
节规定不够具体详细，
大概是让各地、各事业
单位因地因岗制定考试
规则。但从此次湖北监
利“事业单位招聘笔试
成绩 3.17 分被录取”事
件来看，某些地方不排
除存在因“放权不当”
导致招聘不公的情况。
希望制度与决策层面以
及实际操作层面都能从
此事汲取教训，有效堵
塞规则漏洞，切实维护
事业单位招聘公平。

█丰收

“网约车开空调加钱”于法无据

　　“开空调，要加
钱！”近期，一张网约
车内的图片在社交网络
上迅速传播。炎炎夏日，
乘客因空调与司机发生
争执的事件屡见报端。
争执的背后，既有乘客
汗流浃背的不适，又有
网约车司机的无奈。（7
月 30 日 中国新闻网）
　　近期，油价上涨幅
度较大，燃油网约车成
本增大，是不争的事实。
有网约车司机测算，开
空调比不开空调每百公
里大约多 1.5 个油，大
概需要多花十来块钱。
于是，便有了“开空调

加钱”的理由，将增加
的成本转接给乘客。然
而，乘客作为一名消费
者，支付网约车载客运
营的服务费用，已经包
括开空调的费用，而“开
空调加钱”无异于“趁
热打劫”，不仅属于变
相乱涨价的行为，也损
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不可否认，网约车
运营的服务费用，相对
巡游出租车而言较低，
这种价格优势，也是乘
客喜欢乘坐网约车的原
因之一。燃油网约车如
果因开空调导致成本增

加，相应提高服务费用，
那么，其在市场上也会
失去部分价格优势和竞
争力。而利用较低的服
务费用吸引乘客，乘客
上车后又提出“开空调
加钱”，则有消费欺诈
的嫌疑。
　　交通运输部颁布的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
理规定》明确规定，
“驾驶员应根据乘客意
愿升降车窗玻璃及使用
空调、音响、视频等服
务设备。”作为网约车
行业标准参考重要依据
之一的《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运营服务规范》，

针对这方面也提出了要
求：网约车的运营服务
应符合出租汽车运营服
务规范的行业标准。也
就是说，空调作为机动
车的基本配置，是机动
车一个不可分割的部
分。乘客支付了载客运
输的服务费用，当然是
可以享受车辆的所有功
能和服务的。因此，网
约车司机要求乘客单独
支付空调费用，显然于
法无据。
　　“网约车开空调加
钱”的错误做法，必须
予以纠正和整治。一方
面，价格监管部门应当

加强市场监督，不仅要
公示网约车服务收费标
准，还应严查临时加价
或乱涨价行为，以倒逼
网约车司机严格遵守收
费标准；另一方面，乘
客一旦遇到类似乱涨价
行为，应及时向平台投
诉营运司机，由平台自
行澄清事实并按照服务
承诺及内部制度给予处
理；同时，乘客也可以
向道路运输主管部门和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举报营运平台。如此多
管齐下，网约车趁热“打
劫”便没有了可乘之机。

█丁家发

回绝“赋蓝码”，彰显精准赋码不打折扣

　　对于广东省人大代
表刘世兴“对未履行疫
情防控个人责任如核酸
应检未检人员、疫苗未
全程接种人员的健康码
赋予蓝码管理”的建议，
广东卫健委回复称，按
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印发的有关规
定，健康码作为便利化
出行措施，各地要严格
健康码功能定位，不得
扩大应用范围，切实防
止“码上加码”。（7
月 31 日 观察者网）
　　对应检未检和疫苗
未全程接种者赋“蓝
码”，人大代表刘世兴
此项建议一出，立即在
网上引起轩然大波，网
友们普遍持反对态度，

正如有网友所言： 赋蓝
码的建议，其实质就是
变相的强制接种，建议
你不要再建议了。
　　疫情当下，健康码
作为全民应用的一款电
子凭证，是实现某些特
定场合的一张准入“门
票”。健康码一旦变红，
或变黄，或变蓝，也就
意味着不能出门需要隔
离了，即便能出门也会
寸步难行，像商场、饭
店、机关单位等公共场
合，都会将健康码非绿
色的人员拒之门外。
　　正因为如此，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明确了
健康码的使用管理、运
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各
项规定，要求各地根据

不同疫情风险等级对相
关人员进行精准赋码，
不得“一刀切”“码
上加码”，不得擅自扩
大应用范围，绝不允许
因疫情防控之外的因素
对群众进行健康码赋码
变码：同时，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
也就此发布系列国家标
准，要求健康码对个人
信息访问遵循“最小授
权”原则。
　　显然，如果一个地
方能轻易将健康码“由
绿改蓝”，意味着健康
码同样也能“由蓝改
绿”。就这位代表的“赋
蓝码”建议来看，无非
是想变相用行政权力，
来强制公众做核酸和

接种疫苗，这不但有悖
健康码赋码政策，而且
会影响到健康码的公信
力。
　　值得关注的是，广
东省卫健委断然回绝这
位代表的要求，并归纳
出四个理由：一则，目
前国家暂无相关政策支
持；二则，会对公民正
常活动造成不便，导致
群众对政策的不理解、
不支持、不配合；三则，
会加大基层负担；此外，
难以实现精准赋码，可
能会造成赋码错误。
　　回绝“赋蓝码”，
广东卫健委就是科学精
准执行国家统一的疫情
防控政策，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九不准”要求，

既能有效避免误伤普通
公众的合法权益，影响
防疫的公平与正义，也
彰显出精准赋码不打折
扣，杜绝“码上加码” 
，让疫情防控不“跑偏”。
　　广东省回绝“赋蓝
码”，无疑也是在告诉
全国其它地方，在疫情
防控上，要严格落实各
项国家防疫要求，尊重
公民各项合法权益，不
私自变通、肢解中央防
疫政策，惟此，才能做
到全国防疫“一盘棋”，
实现精准防控。

█吴睿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