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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调生不满分配地嘉峪关：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是关键

　　近日，关于选调生
对嘉峪关分配地不满的
新闻引发了广泛的社会
关注。据报道，武汉大
学研究生顾某在校园墙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山
花寻海树，不如就春风》
的公开文章，里面谈
到了自己考上了甘肃的
选调生，但因分配地是
嘉峪关市，而产生了悔
恨和不甘情绪，甚至表
达了对嘉峪关的负面评
价。实际上，顾某会产
生这种负面的情绪，从
根源上来源于自身对职
业规划的不确定。如果
一开始已经有了理想的
职业岗位，也不会走上
考公这条路，更不会存
在后面分配地不满意的

问题了。因此，对于像
顾某这样的学生群体，
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才是
关键。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每年高
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虽然
保持在 90%以上，但其
中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
是从事了与所学专业不
相关的工作，甚至存在
“隐性失业”的现象。
顾某虽然身为武汉大学
的研究生，学历水平已
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的
学生群体，但在就业道
路上仍然出现了问题。
由此可见，职业规划的
问题不是个例。
　　缺乏明确的职业规
划不仅会浪费时间走弯

路，更会限制个人的自
我发展。顾某受身边朋
友和家长的“考公稳定”
的思想，在职业选择中
不断动摇，最终导致考
上选调生又辞职，白白
浪费了几年的时间，而
这几年时间正是一个毕
业生最宝贵的几年。同
时，职业规划的不清晰
也导致了顾某无法有效
地利用时间和资源来提
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竞
争力，从而难以在某一
领域取得深入的发展和
成就。此时的顾某，就
像深海里的一艘船，缺
乏船舵，迷失在海洋中。
　　做好职业规划是一
个系统性的过程。这个
过程不仅需要学生自己

的努力，也离不开学校
和社会的鼓励与督促。
学生需要积极参与职业
规划活动，认真探索自
己的职业兴趣和潜力，
制定切实可行的职业规
划。学校作为学生成长
的重要场所，应承担起
职业规划教育的责任。
通过开设职业规划课
程、举办职业规划讲座
和研讨会，引导他们认
识自我、探索职业兴趣
和发展潜力。社会作为
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
也应为学生的职业规划
提供支持和帮助，政府
可以出台相关政策，鼓
励企业参与学生的职业
规划教育，为实习生提
供岗位和待遇保障。总

之，做好职业规划是一
个系统性的过程，需要
学生、学校和社会三方
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选调生不满嘉峪关
分配地这一事件提醒我
们，职业规划的前瞻性
不容忽视。我们应该在
参与选拔之初就明确自
己的职业目标和发展方
向，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念和价值观，并具备适
应和应对变化的能力。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更稳。

■尚志阁

“如厕难”别成旅游发展的瓶颈

　　近日，新疆阿勒泰
的搜索热度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 6月，
阿勒泰地区文旅预订订
单同比增速达 80.6%，
其中景区门票预订单量
同比增速达 83%。阿勒
泰旅游火爆的同时，话
题#去阿勒泰旅游的人
膀胱快炸了#登上热搜。
有网友称，“去阿勒泰
旅游，膀胱比视野更先
被震撼”“上厕所真的
会让人崩溃”。（5月
28 日《都市快报》）
　　“挂在天边的彩
虹，牛羊成群牧歌声
声……”根据作家李娟
散文《我的阿勒泰》改
编的电视剧热播后，让
新疆阿勒泰地区成为众
多游客心中的旅游胜
地。大量涌入的游客，
导致“如厕难”问题登

上了热搜。笔者认为，
面对泼天的“流量”，
景区旅游厕所不能“拖
后腿”，当地文旅等部
门应根据游客量提前做
好应急预案工作，有效
纾解游客“如厕难”问
题。
　　旅游厕所是展示景
区景点文明的一扇窗
口，旅游厕所的便利程
度，也体现了景区公共
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不
可否认，按照正常的游
客量，新疆阿勒泰地区
旅游厕所的数量或许能
够满足游客的需求，一
般也不会出现“如厕难”
问题。但在当地旅游火
爆后，短时间一下子涌
入众多游客，“如厕难”
便凸显出来。有游客吐
槽，去新疆阿勒泰旅游，
厕所少、排长队久等、

男厕被女游客占领等，
上个厕所让人感到崩
溃，“憋了 3个多小时
肾快没了”……此情此
景，可谓大煞风景。
　　随着我国旅游业蓬
勃发展，各地游客数量
节节攀升，作为重要旅
游基础设施之一，旅游
厕所建设和管理的滞
后，成为旅游业发展的
瓶颈。2015 年 5 月，国
家旅游局发起旅游景区
“厕所革命”，实现全
国旅游景区、旅游交通
沿线、旅游集散地的旅
游厕所全部达到“数量
充足、干净无味、使用
免费、管理有效”的要
求。但是，在社交平台
上，关于阿勒泰厕所的
帖子屡见不鲜。游客们
纷纷反应，在偏远地区
难以找到合适的厕所，

有时不得不采用“临时
措施”。可见，当地对
厕所这项旅游基础设施
并未足够重视，游客骤
增出现“如厕难”也就
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阿勒泰景
区门票预订单量同比增
速较大，就是游客“如
厕难”问题的预警，但
当地文旅部门和景区没
有重视，根本没有做好
相关的应急预案工作。
如果根据游客量，提前
在景区增设移动公厕，
或搭建临时公厕，在客
流到来后及时做好引流
工作，相信就不会出现
大面积的“如厕难”现
象。殊不知，“如厕难”
严重影响游客的旅游体
验，会带来负面社会影
响。如果这个瓶颈问题
一直持续下去，泼天的

“流量”难以变成持久
的“留量”，广大游客
将用脚“投票”，火爆
一时的旅游也会很快冷
清下来，对当地旅游业
发展非常不利。
　　旅游厕所，事关旅
游大业。这扇体现景区
文明和公共服务质量的
窗口，一定要擦亮，要
让游客“方便”更加方
便，不再出现类似“如
厕难”等影响旅游体验
的问题。各地文旅部门
和景区必须重视旅游厕
所等基础设施建设，着
力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
和质量，以促进当地旅
游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丁家发

对被吐口水而不还手的交警，我更多的是欣慰

　　据南昌电视台报道
5月 27 日，山西晋中
的一名男子酒驾发生车
祸，事后在交警对其进
行吹气测试的过程中，
不断对交警进行辱骂，
甚至往一名交警脸上吐
口水。按理说，一般人
面对这种这种情况都不
一定压制得住火气，可
这两名交警却并没有冲
动，而是依法依规办事。
看到这一新闻，心里不
觉有些欣慰。
　　就在前几天，湖北
孝感某城管暴力执法事
件被曝光。这名城管在
执法过程中为了踢打起
争执的老人，还特意脱
掉制服，掩耳盗铃。除
此之外，“锁喉式执

法”“踢打式执法”“打
砸式执法”等等负面新
闻也不时出现在公众的
视野中。在暴力执法时
有发生的当下，山西晋
中这名交警的冷静与克
制显得尤为不易。
　　这里不妨做个假
设，如果把我们换作是
画面中与执法人员对峙
的人，你希望遇见的是
哪一种执法者？答案或
许不言而喻。大概每个
人，都希望在代表公权
力的执法人员面前，在
接受正式的判罚之前，
个人的权利能得到尊重
和保障，而不是被执法
人员粗辱没，甚至是极
为暴力地对待。
　　事实上，此次事件

涉及的正是程序正义的
问题。醉酒男子酒驾出
现车祸，当然需要依法
处置，可这并不意味交
警在执法活动中就能随
心所欲。在该事件中，
需要讲法的不仅是醉酒
男子，作为执法人员的
交警，也应恪守法律，
遵守程序正义，严格按
照法律规定展开执法活
动。
　　令人隐隐担心的
是，此次事件发生后一
些网友所暴露出的畸形
法律观念。在这则新闻
下方的评论区中，一些
网友留言道：“这种人
可以搞狠一点”“支持
警察迅速还击”“应该
让他体验下什么是暴力

机器”……这些杀气腾
腾、喊打喊杀的网友或
许并未意识到：制定和
实施法律的目的，不仅
在于约束公民，而且更
是用来管控执法者和国
家机关。行政处罚或刑
事处罚都必须以规定的
程序来实施。
　　在一些网友心中，
依然坚信法律自始至终
不过是用来“惩罚”人
的，而不是用来“保护”
人的。所以一旦有人违
法，这些人第一时间想
到的是尽快惩罚违法的
人，而罔顾以什么样的
方式去惩罚。只重视结
果，不重视过程。殊不
知，如果在执法过程中
代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

执法人员不守法，那带
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为
严重。如果这种畸形的
法律观念不改变，那么
滋生暴力执法的社会土
壤始终存在。
　　此次事件给我们带
来的启示，正蕴于这名
交警的“不还手”之中：
法律是用来维护和保障
人民利益的，而不是用
来损害和践踏的，要避
免权力崇拜、鼓励暴力
执法。任何代表公权力
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
程中应带头守法，克制、
审慎地使用法律所赋予
的权力，真正做到法无
授权不可为。

■曾耀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