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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去公务员招考中的“权力底色”
　　根据中公教育提供
的统计数据，2024 年国
考报名人数逐渐攀升。
截至 10 月 22 日 16 时，
1744711 人提交报名申
请，比去年同期增加 22
万余人，其中 1390420
人通过审核。目前平均
竞争比为 35 ∶ 1，略高
于去年同期竞争水平。
据统计，2024 年国考
竞争最激烈十大职位榜
单中有 8 个职位竞争比
超 1000 ∶ 1。截至 10
月 22 日 16 时，竞争最
激烈的岗位为国家统计
局宁夏调查总队业务
处室一级主任科员及以
下，目前竞争比例接近

2000 ∶ 1。目前，2024
年国考仍有 215 个岗位
无人提交报考申请，占
总职位数的 1.1%。（10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
　　网络戏言“宇宙的
尽头是编制”，当国家
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业
务处“2000 ∶ 1”的“炽
热”，邂逅海事局一线
执法等职位“无人报考”
的“冷清”。同样是“国
字号”岗位，却存在“天
地差别”的“选择差距”，
“冷热不均”背后又上
演了怎样的“国考情
结”？
　　俗话说“学而优则
仕”，受传统思想影响，

“从政为官”成了许多
年轻人就业的“首选”，
体制内“地位高、福利
好、稳定性强”的“三
大神话”，成了围城外
无数青年才子为之奋斗
的目标。不论是“从严
治吏”的官场新常态，
还是基层干部频频晒出
的“工资单”，都未能
阻止“国考大军”来势
汹汹的“步伐”。
　　“铁饭碗”真那么
诱人吗？在“国字号”
岗位“冷热不均”的现
象里，公众不难发现部
分考生“拈轻怕重”的
心理与“不愿意下基层”
的纠结。事实上，高素

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加
入。近 5 年来，在国考“扩
招”的趋势下，学历门
槛明显提高，高学历人
才需求量加大，与时俱
进的“国考”给各行各
业的人才提供了更多成
为公务员的可能性。
　　“升官发财两条
道”。从养老保险并轨
的“大趋势”，到公务
员离职跳槽的“现象”，
无不揭开了公务员职业
的神秘“面纱”。公务
员的职业属性就是“人
民公仆”，公务员的初
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所谓的“油
水多、福利好”不过是
揣测与臆想，任何妄图
通过国考进入钱权交易
“快车道”的预期终成
“泡影”。
　　追求稳定职业，追
求品质生活，本是人生
选择，无所谓对错。而
唯有打破公务员“难进
难出”的用人机制，建
立健全管理考核监督的
体制机制，褪去公务员
招考中的“权力底色”，
摆脱“冷热不均”的裹
挟，才是让公务员工作
回归职业属性的“对症
良方”。

■王鸣镝

男子性侵 13岁女孩：保护儿童需教育管理双管齐下

　　10 月 22 日，一则
新闻引起热议。被告人
余洋（化名）利用私人
影院的隐蔽性特点，以
“看电影约会”为借口，
将 13 岁的未成年女孩带
到了私人影院，并实施
了多次性侵行为。“老
婆要从小培养”“我看
看你是穿黑丝好看还是
不穿好看”……这是被
告人余洋（化名）给年
仅 13 岁的被害女孩林茵
（化名）发送的一些触
目惊心的聊天记录。（10
月 22 日《新闻晨报》）
　　“私人影院可以过
夜还带淋浴，那是不是
就应该按照宾馆的要求
管理？”“女孩妈妈监
管不到位，女孩太单
纯”……网友的发言一
方面是对悲剧发生的痛
心，另一方面也向家庭、
社会敲响了警钟。儿童

性侵案在近几年屡见不
鲜，早已不是偶发性事
件。为避免儿童性侵事
件再次发生，需要家庭
与社会共同努力，教育
与管理双管齐下。
　　闭口不谈性教育？

“未雨绸缪”远胜于“亡
羊补牢”。性教育普及
在当代社会是非常必要
且重要的，缺乏性教育
的孩子往往对性行为、
性侵犯缺乏认知和防范
意识，这使得他们容易
成为性侵的受害者。
《2021 年性侵儿童案
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
育调查报告》中显示，
2021 年全年媒体公开报
道的性侵儿童（18 岁以
下）案例共 223 起，受
害人数 569 人。这一数
据即暴露了性教育缺失
的隐患，也充分证明了
性教育普及的必要性。

要想普及性教育，首先
要正确认识性教育。在
中国社会，性一直是一
个敏感话题，尤其是在
家庭教育中。许多家长
都认为性是一个不应被
提及的话题，不适合与
孩子讨论。然而，这种
对性闭口不谈的态度就
极有可能导致我们错过
向儿童传递正确性观念
和自我保护意识的机
会。正确认识性教育迫
在眉睫，有效普及性教
育需要家、校、政府三
方共同努力。
　　政府促进，家校共
育，不断普及性教育。
一方面，学校作为孩子
成长和教育的主要场
所，应当在性教育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比如：
设置系统的性教育课
程，向孩子传授正确的
性知识。此外，家长

也需要积极参与孩子的
性教育过程，与孩子建
立开放、坦诚的交流关
系，共同探讨与性有关
的话题。另一方面，政
府也应将性教育重视起
来，发布相关规定，由
上至下的促进、推动性
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像
瑞典政府规定，从幼儿
园开始就开展性教育课
程；我国台湾地区，还
有日本也推行了一系列
措施，如设立专门的性
教育课程、培训教师等，
取得了积极成果，这些
成功的经验都值得我们
借鉴和学习。
　　避免儿童性侵，漏
洞需补齐。新闻中被告
人能够如此轻易地在私
人影院对儿童实施性
侵，法律、监管存在漏
洞是主要原因。以私人
影院为例，其价格便宜、

可以过夜、设有沙发床
和淋浴间、提供洗漱用
品、具有绝佳的隐私性
和封闭性、房门可反锁
且无监控、未成年人进
出无需核查身份证等特
点，让很多有心之人瞄
准这里。除私人影院外
仍然有很多场所为性侵
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着
诸多便利条件。相关部
门的治理是重中之重，
既要明确相关治理规
范，填补法律漏洞，也
要对私人影院、KTV、
网吧、酒吧等场所进行
严格的消费者身份核
实，严禁未成年人进入，
填补监管漏洞。
　　总而言之，让儿童
远离邪恶之手，既需要
教育托底，也需要管理
护航。

■樊子菲

摒弃“唯门票经济思维”道阻且长

　　10 月 21 日，多位
游客表示，四川巴中市
南江县米仓山景区超负
荷接待游客，导致大量
游客夜晚滞留山上挨饿
受冻，引发关注。10 月
22 日晚，米仓山景区对
外公开发布致歉信。（10
月 23 日 《南方都市报》）
　　诚然，门票收入是
景区的主要经济来源，
多卖票增加收入，而且
还能满足游客进入景区
的需要，按理来说，这
也是一个双赢行为，毕
竟，景区放更多的人进
来从另一角度来说，这
也是满足游客的需求。
不然的话，把游客挡在
门外，让游客因为限流
等原因无法进园，游客
心理不舒服，也会给景

区带来舆论压力，以及
社会负面影响。
　　可是，安全重于泰
山，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限流、预约制度，是景
区管理的安全大事，也
是景区的一种自我保
护。一是确保游客安全，
杜绝人满为患可能引发
的踩踏等安全事故发
生；二是保护旅游资源，
山水和文物古迹不能再
生，这样宝贵的资源有
一定承载能力，超负
荷就是一种伤害；三是
旅游体验不仅仅是看风
景，还有旅途过程中的
服务，超负荷运转的景
区，服务很容易打折扣，
自然就无法获得相应的
服务体验感知，会降低
景区的印象分数；四是

现在旅游市场正处在新
的市场发展浪潮，发展
创新方兴未艾，事实也
证明，单靠门票收入去
推动景区发展已经不是
一条“万试万灵”的宝
典，许多景点正实现免
门票等创新，拓展市场
领域，再固执坚守唯门
票经营思想显然和现代
市场发展并不对拍，尤
其是为了门票收入和限
流等规定，和安全管理
对着干，无论从那个角
度都不会得到社会广泛
支持。
　　或许有人说，限流、
预约机制是当年为防止
疫情传播而定的规矩，
现在疫情不再实现严格
防控制度，这些规定应
该废除。此时此刻，无

论是从经济发展大局或
者群众旅游需要，都应
该好好抓住市场热潮，
多卖票增收入，多满足
游客旅游需要。但旅游
市场不是一窝蜂的短期
经济，他和广大人民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长期
共存，并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旅游服务
质量也因与时俱进，不
断改进完善。人满为患，
看似是人多的因素，其
实还存在着能力建设不
足、服务水平不够高、
经营思维局限守旧、安
全意识淡薄等问题。要
改变人多拥挤，上山下
山都不容易等旅游中闹
心的问题，科学限流、
预约自然是个不错的办
法，一定程度上应对和

化解风险危机。如果再
加上景区自身的服务能
力的提升，服务质量提
高，以及市场拓展意识
的创新发展等，相应问
题更会迎刃而解。既让
游客有高质量的旅游体
验，高高兴兴而来高高
兴兴而归，又能提升景
区的知名度，打造更好
的口碑效应。
　　让游客不滞留山
上，需要经营服务思想
的转变，安全思想的不
断牢固，更需要对服务
质量第一思想的探索和
追求，而不是出了问题，
一声道歉了事。

■黄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