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全林

我国经济迎来重要里程碑，中国故

事令人惊叹。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

据，202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

元大关，同比增长2.3%。我国率先控制

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在世界主要经济体

中率先实现正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高于

900万人的预期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

回落至上年水平。总体来看，2020年国

民经济运行稳定恢复，脱贫攻坚任务取

得胜利，“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GDP突破100万亿元大关，意味着我

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

一个新的大台阶。从2000年 GDP突破

10万亿元，到2020年突破百万亿元大

关、人均GDP超1万美元，20年内，经济

总量规模扩大10倍。经济加速跑证明

了改革开放“一招灵”，是“有为政府”和

“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结果。面对一次

次重大历史关头的重大考验，党中央的

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充分彰显，集中

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包含在不断看

涨的GDP中。

GDP突破100万亿元，集聚了高质量

发展动能。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标准，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

元，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今

非昔比，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奠定了坚实基础。经济体量的扩大，

培育了更大规模的市场和更深厚的内需

潜力，为解决结构性矛盾和提升创新能

力提供了更大延展空间，也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集聚了新动能。

一旦战胜挑战，就能化危为机。过

去的一年，由于坚持科技创新、改革开

放，我国各种市场主体表现不俗，发展数

字经济，推动创业创新，挑战就变成了机

遇。而机遇大于挑战更是不争的事实。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面临全球疫情蔓

延，既要看到挑战、困难、风险的一面，也

要把握机遇、希望、积极的一面。我国仍

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只要发挥优势、

挖掘潜力，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持续恢复、

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遍观全球，疫情

在一些国家二次、三次反弹，国际环境的

不确定性在加大，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

也尚欠牢固。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坚定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继续促进

经济稳定复苏，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的

机遇仍然是前所未有的。

2021年，我国将迈出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坚实一步。站在GDP突破100万亿

元的台阶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底

气更足。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助

于提振国内的市场需求，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在外部环境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势

下，GDP能够跨越百万亿元，必将使我们

发展国内市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提质

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信心更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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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是疫情防控的底线是疫情防控的底线

■李英锋

近日，一段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老人不戴口罩强行外出购物被防疫工作

人员用绳子捆绑在树上的视频，在网络

热传。1月20日，当地有关部门通报称，

指使防疫人员捆绑老人的村党支部书记

已被停职，并以涉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

被立案调查。

这是一起过度防控、出格防控的典

型案件。捆绑老人已经侵犯了老人的人

身自由权，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规定，甚至涉嫌非法拘禁罪。尽管相关

责任人已被停职问责，并被立案调查，但

个中问题依然值得社会全面深入反思。

藁城区是本轮石家庄疫情的高风险

区域，当地民众理应严格自律，恪守疫情

防控规则和要求，履行外出戴口罩等必

要的义务。事件中的老人不戴口罩强行

外出购物，的确违反了当地现阶段的疫

情防控要求，防疫工作人员发现老人之

后，对老人进行教育、干预是必要的。但

干预要有个度，要讲究方式方法。防疫

工作人员不能认为防疫重要，就可以任

性胡来、简单粗暴，就可以随意使用一些

不规范的甚至非法的手段，就可以毫无

顾忌地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不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疫情防控

的底线，也是防疫人员在工作细节中必

须掌握的尺度。诚然，出于疫情防控的

需要，民众让渡了部分权利，比如信息报

告、出行限制等，但这些让渡只是在法律

范畴之内的小部分让渡，对于民众没有

让渡也即相关法律法规没有要求民众让

渡的权利，比如人身自由权、人格权、隐

私权、财产权、生命健康权等，任何人都

不得侵犯，即便是防疫人员也不得侵

犯。疫情防控也属于公共管理行为，也

应遵循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防疫人

员泄露民众的隐私信息，非法控制民众

的人身自由，侵犯民众的财产权益、人格

尊严等，都属于反应过激，发力过猛，动

作变形，也都逾越了法律底线。

经过一年的防控，我们面对病毒已

经由遭遇战变成了持久战，对病毒已经

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防控经验和做法

越来越成熟，防控措施越来越完善、越来

越精准，检测手段和治疗手段也越来越

高效。我们完全能够控制住零星散发疫

情，完全应该淡定一些、自信一些、理性

一些。防疫人员只需按照防控要求规范

操作即可，根本没必要自乱阵脚，更不该

出现过激反应，采取一些简单粗暴甚至

违法的侵权式防控措施。

疫情防控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任何

时候都不能脱离法治轨道，不能背离人

性化需求。还是那句老话，疫情防控的

敌人是病毒而不是人。疫情防控的本质

是保护人民，而不是侵犯和伤害。疫情

防控必须遵循科学、依法、精准、适度原则，

必须摒弃粗放思维和为了防控一切皆可

为、一切都无所谓思维。疫情防控应以最

小的代价、以对生产生活最小的影响换取

最好的效果。这就要求各个防疫环节，各

个防疫人员，必须以法律和人性需求为标

尺对防疫行为进行审视，凡是没有法律依

据和授权的，就不能做，而对民众的民生

需求、人性化需求，在确保防疫效果的前

提下，能满足的应该尽量满足，能保障的

应该尽量保障，能不打扰的应该尽量不

打扰。

GDPGDP突破百万亿元是化危为机的生动诠释突破百万亿元是化危为机的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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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日前，有学者在媒体发文提出，劳

动力市场中，一些用人单位以第一学历

毕业院校是否属于“双一流”高校或传

统的985、211高校作为筛选门槛，限制

第一学历为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应聘求

职，导致普通高校毕业生与重点高校毕

业生就业机会差距拉大，加剧了大学生

的就业焦虑。

@张成刚：过分强调第一学历，不考

虑工作内容和岗位要求，是用人单位基

于买方市场的强势所采取的破坏社会

公平的行为，是以标签化的管理方式代

替对人才真诚的理解与关怀。程序不

公平最后可能导致实质不公，影响整个

社会形成正确的人才观，影响社会的人

才评价和人才使用，影响当前中国国情

下人才开发实践与创新国家的建设，进

而影响到人才强国战略的全面推进与

实现。

@莫莫：当今社会环境中，企业真的

无法做到“英雄不问出处”。作为用人

单位，一般会从教育背景与工作背景两

方面综合考量应聘人员。第一学历的

确可以作为参考项，让用人单位花最少

的精力成本去挑选到可能合适的人。

这对企业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精神小伙：为什么企业如此看重

本科学历？这是因为很多非第一学历

的文凭有不少可操作的空间。例如海

外硕士含金量太低，在国外有不少院校

申请难度不是很高，拿到国外学校的硕

士学位是有可操作空间的。在企业看

来某些硕士学历的含金量并没有大学

学历的含金量高，所以很多企业更认同

大学学历。

@张宏涛：第一学历偏好，强化了本

来就不太公平也不太客观的“一考定终

身”。很多学子来自广大农村地区、教育

不发达地区或高校资源很少的省份，这

些已经导致了不公平情况的存在。比如

在高考大省河南，考生多、竞争激烈，本

地高校资源少，一些学生无法考上心仪

的大学，但你能说他们就不优秀吗？

@伊非：第一学历与求职就业原本

没有矛盾，造成矛盾的是社会行业主体

而已。用人单位过分把第一学历作为

筛选门槛，较少考虑岗位内容与用人能

力的匹配度，耽误和遗漏人才无论是

对用人单位还是对求职者而言都是损

失。同时，来自用人行业集体的名校

情结，不公平的聘用观念严重影响到

人才使用，更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焦

虑，于己于人都是得不偿失。莫让学历

偏见影响人才招聘，实干兴业才是用才

之本。

第一学历偏好会加剧就业不公吗第一学历偏好会加剧就业不公吗

严罚拒收严罚拒收

中国人民银行1月

21日对外公布，2020年

四季度，人民银行依法

对北京市中山公园管

理处等16家拒收现金

的单位及相关责任人

作出经济处罚，处罚金

额从 500 元至 50 万元

人民币不等。

新华社发 王 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