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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赵 强

近日，有关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

难的新闻再次引起网友热议。有网

友反映，自己是2017年后的统招非全

日制硕士研究生，在参加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古杭锦旗和准格尔旗

的教师招聘时，均被以“学历不符，非

全日制学历”的理由拒绝。

笔者注意到，非全日制研究生是

近年来研究生教改的产物，是指在从

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

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

脱产学习的研究生。无疑，这种学习

方式适应了当今人们需要终身学习,

以及青年人在参加工作之后，根据自

身业务发展亟需进行知识更新的迫

切需要。2016年，教育部下发了《关

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

理工作的通知》，由此，研究生按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区分，在招生录取、培养

标准、学历学位证书的法律地位和效

力都相同。今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

五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非全

日制研究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明确要

求在各种招聘中，对不同教育形式的

研究生提供平等就业机会，不得设置

与职位要求无关的报考资格条件。

然而,对于这些规定，很多地方

和招聘单位暂未贯彻执行。笔者注

意到，在多个网络互动平台上，近年

来有不少网友咨询、反映统招非全日

制研究生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

难，包括人才落户困难、入职被拒、就

业受歧视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近日，

不少地方发声将落实做好非全日制

研究生就业工作的政策，但依然有部

分单位仍存在歧视现象。显然，很多

地方把非全日制研究生等同于以往

的在职研究生，用陈旧的眼光看待如

今的研究生教育。

其实，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

只是形式的差异，并无本质的不同。

至于在后者中有个别人浑水摸鱼、学

业不过硬，并不能代表整个群体的水

准。某些地方出现的对非全日制研

究生的歧视政策，显然是一种唯名

校、唯学历论在作祟。如果单位在招

聘时只是盯着名校毕业生，对非名

校、非高学历的人嗤之以鼻，许多优

秀的人才也许就此擦肩而过。这也

就不难解释一些非全日制研究生在

求职时只说明自己的本科学历，对后

者只字不提。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是一项举

国关注的国策，亟需破除各类阻碍人

才流动、人才就业的“玻璃门”“旋转

门”。在就业等方面，有意无意地将

非全日制研究生打入另册，既是对知

识和人才的蔑视，也是对人才的浪

费，会造成新的就业不公平。有关部

门在现行政策基础上还应出台更加

权威、细化、操作性强的非全日制研

究生就业规定和实施细则，比如，在

如何有效保护这一群体的就业权益、

福利待遇、岗位晋升、人才落户等方

面都应当有详细规定，同时还要在观

念上让整个社会对“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有更正确的认识，破除阻碍这类

毕业生找工作就业的“玻璃门”，确保

就业公平能落实到位，让非全日制学

历的含金量得到普遍认可。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背景下，推进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

切。这其中，以为人民服务为主体已成

为城市治理理念的重点，不断满足市民

的现实需求成为推进城市治理的突破

口。然而，如何以服务替代管理？如何

实现服务与管理的有机结合？城市服务

的模式尚未成熟、路径仍在探索。

当前，城市治理公共服务市场不断

开放，这为城市引入物业服务企业参与

城市治理创造了机会。一方面，一些物

业服务企业已经承担了部分社区治理的

基础性工作，积累了复杂场景的服务经

验；另一方面，一些大型品牌物业服务企

业具有较先进的管理系统和较完备的服

务工具，能够支持服务范围的进一步延

伸。因此，物业服务企业开始从社区走

向城市，转型“城市服务商”，万科物业、

保利物业、碧桂园服务、龙湖智慧服务等

纷纷担起“城市大管家”的角色。其中，

万科物业以“国企混改”形式在广东省珠

海市横琴新区打造的“物业城市”模式颇

为亮眼。此模式是把一个城市的公共空

间与公共资源整体看成一个“大物业”，

引进物业公司作为“城市总运营商”，运

用市场机制，通过“专业服务+智慧平台+

行政力量”相融合的方式，对城市公共空

间、公共资源、公共项目实行全流程“管

理+服务+运营”。可以说，“物业城市”打

开了企业进入社会治理领域的一扇大

门，填补了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管理

缺位，凭借市场化手段让城市实现经济

正循环。

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较为缺乏城市

运营的经验。九龙治水、人员短缺、资金

有限……种种掣肘让这些城市在进行社

会治理时有心无力，缺乏造血能力，沦为

“支出型城市”。而“物业城市”所做的正

是挖掘城市的“造血细胞”，发挥精细化、

专业化优势,填补政府在某些公共服务

领域的短缺或空白，并通过市场化运营

盘活曾经被闲置和浪费的城市资源。仅

一年时间，大横琴城资2019年营收增至

3.9亿元，是2018年实施混改前的2.5

倍。这种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社会广泛

参与的新型城市治理生态圈，让城市实

现了有机生长、让城市更具竞争力。

可以看出，将物业管理融入城市治

理可实现双赢。对政府来说，成百上千

次的招投标能够转化为一次战略合作，

管理成本、协调成本大大降低；而企业则

可以更有效盘活资源，实现公共资源的

价值再挖掘，在降本的同时实现增利。

目前，万科物业的“横琴模式”已经在雄安

新区、广州白云新城、成都高新区等全国

8个地区落地复制，成功实现了“走出

去”；保利物业的“大物业”战略版图中，公

共服务已进入全国23个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实现多种业态的全国化布局；碧桂

园服务“城市共生计划”已与遵义、开原、

天津等10余个城市达成战略合作，持续

推进城市服务落地……物业服务企业在

城市服务模式方面的探索值得鼓励，这对

于城市治理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进程中，物业服务企业融入城市

治理既是自我变革，也是适应新的时代

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城市的核心是人，

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既是科学化、专业化

的，也是人性化、精细化的，城市服务水

平的优劣最终要以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来衡量。物业服务企业既要善于

运用专业化手段提供一体化公共服务解

决方案，更要人性化推进城市治理，提供

“有温度的服务”。

背景：

日前，云南昆明一处名为“别样幸福

城”的烂尾楼，因为“30户居民住进烂尾

楼”的消息上了热搜；另一处网红烂尾楼

则是微博超话“石家庄最美烂尾楼”的主

角“祥云国际”楼盘。8月27日，在网友

的关注下，昆明市官渡区政府关上街道

办发布通告，宣布“别样幸福城”4号地块

将启动复工续建。而祥云国际被其他房

企接手后，目前也已进入复工状态。对

于这样的结局，网友纷纷晒出了自己所

在地的烂尾楼，并留言质问道：“上了热

搜才能解决？”“那些没上热搜的烂尾楼

怎么处理？”

@高燕：房子关系着民生，很多人把

幸福生活的愿望寄托在房子上。不少家

庭为了房子倾其所有，买到烂尾楼，损失

最大的是老百姓，最惨的也是老百姓。

@郭杰：纵观烂尾楼形成的原因都大

同小异，老百姓却各有各的不幸。监管

不到位不能让老百姓买单，如何盘活烂

尾楼值得深思。

@王建红：面对各地频频出现的烂尾

楼现象，政府是否应该考虑设置房地产

开发准入机制？或者提高开发商自备金

的比例？亦或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逐

步取消预售制而改为现房销售呢？

@中国青年报：无论是推动解决存量

烂尾楼问题，还是预防新增风险，都有两

点需要明确:其一，地方政府必须把老百

姓关心的问题切实放在心上，从根本上

重视起来；其二，任何民生问题的最终解

决，都必然有赖于长效机制的建立，而绝

不能只靠舆论的偶然推动。

物业服务融入城市治理可实现物业服务融入城市治理可实现双赢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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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合理是否合理

来自北京的张先生

告诉记者，他母亲日前收

到某银行通知，其购买的

两款理财产品将在到期

前被提前终止。这两款

产品的期限分别为1158

天 和 1826 天 ，本 应 于

2021年和 2023年到期，

如今却被提前“强退”。

近日，理财市场的这

一新动向引起了不少投

资者的关注和疑问——

理财“强退”合理吗？存

量产品为何加速退场？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破除非全日制研究生破除非全日制研究生
就业的就业的““玻璃门玻璃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