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全林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

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方案提出，我国将

推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除

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

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

累计互认，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

制度，有序引导人口落户。

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土地、资金、人

口和技术要素的有序流动，在这些要素

中，人口流动要素携带性更强。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是一个市场化改革问题，

归根结底是一场关于人的改革，落脚点

是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劳动

力的人，无论到哪里落户，都能均等享

受公共服务，这样才便于流动，才有利

于创新创业，才会有高标准的市场。推

动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其实

质就是为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搭桥铺

路，这是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中重要的

先决条件。

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公共服务

均等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这么多年，

虽然已经取得不错成效，但在某些地区，

人的城镇化还会受多种客观因素制约，

城乡二元壁垒依然存在，核心问题就是

发展的不平衡。方案在现有政策基础上

进一步要求，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续。加

快建设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构建全国统

一、多级互联的数据共享交换体系，促进

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

同时，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质量。我们从

中可以看出，户籍制度改革并非“一个户

口本的事儿”，其背后的社保、医疗、教育

等公共服务配套，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流动是自由发展

的前提。如今，我国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以下的城市，已基本取消落户限制，已

有超过1亿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现在，农民到城镇落户并不难，但难的是

“互认”。“互认”的潜台词是均等服务，包

括社保、医保、教育等延续结转一路绿

灯。一个人能够很方便地把属于自己的

“社会”，一同从农村带到城市，从此城带

到彼城，才算真正的城市化，才能够自由

发展。这是户籍改革的价值所在，也是

难点所在。

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是一

个创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

认，是户籍改革的升级版。在同一个城

市群中，若一个就业者在A城市工作，后

又到B城市发展，就可以把A城市的居

住、社保等“累计”带过去，涉及到积分落

户，还可以得到“互认”。这样的户籍政

策对接，有助于推动城市群的人口流动，

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形成清除了一大障

碍，整体上会使发展要素流动更具活力。

过去，一些城市一方面大力推动非

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另一方面城市却

难以给常住人口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

务，结果人的城镇化大打折扣。推进常

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建立城镇

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

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

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是人的城镇化的

物质基础。未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

不断提升，社会保险体系实现全国统筹，

各项社会福利均等化水到渠成，户籍附

带的资源配置功能将慢慢淡化，希望户

籍真正回归人口登记管理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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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外卖员威逼消费者删差评外卖员威逼消费者删差评
也是对平台的差评也是对平台的差评

■李英锋

近日，上海一女子称其因点外卖

给了差评，遭到外卖员上门报复、砸

门、辱骂恐吓，还被勒索200元的“赔

偿”。视频显示，外卖员吼道：“差评

给我取消掉！3分钟解决不了，我就

弄死你！”女子表示，在向外卖平台投

诉后，对方只是提出补偿100元优惠

券。2月 1日，当事人称已报警。警

方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外卖

员因寻衅滋事被拘留十日。

外卖员以暴力方式上门威胁、逼

迫消费者删除差评，付出了应有的

法律代价。我们审视这件事，不能

囿于个案范围，也不能把矛头只对

准失去理智的外卖员，而是应该围

绕平台的问题和责任进行更大范围

的反思。

实际上，外卖员上门威胁消费者

删除差评不仅是外卖员的个人行

为，也暴露出外卖平台在日常管理

中久已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可以

说，外卖员的做法也给平台打了一次

“差评”。外卖平台在送餐时间、差评

等事项上对外卖员的要求普遍比较

严苛，外卖员出现送餐延迟、遭遇差

评后，外卖平台一般都给予“一言堂

式”惩戒，有时惩戒还比较重，且几乎

不给外卖员申辩的权利。这种惩戒

直接影响外卖员的收入，给外卖员带

来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也是一些外

卖员遭差评后情绪容易失控的重要

原因。

外卖平台有必要秉持善意与宽

容，在兼顾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适当延

长单次完单时间，并给外卖员留出一

定的弹性时间，畅通外卖员的申辩救

济渠道，充分保障外卖员的申辩权，

如外卖员确因堵车、车辆故障、恶劣

天气、难以联系到消费者或其他合理

原因超时或被打差评，则不计入超时

率，不对外卖员进行惩戒或者酌情从

轻、减轻惩戒，从而给外卖员适当松

绑，减缓他们的压力。惩戒的目的不

是为了处罚，而是为了教育，为了倒

逼和督促外卖员解决问题，提升服务

质量。如确因外卖员的个人原因导

致差评，也可对外卖员先行教育，给

外卖员一个改正观察期，在观察期内

外卖员解决了问题，没有再出现类似

问题，差评率明显下降，就可以考虑

从轻或不予惩戒。

外卖平台针对已经核实确认的

差评还可建立差评信息综合模糊处理

机制，即不针对单次差评进行单次惩

戒，也尽量不告知外卖员给出差评消

费者的详细个人信息，或者不让外卖

员的手持操作系统显示消费者的具体

差评信息，而是由平台以一周或一个

月内的差评为基数，对外卖员进行综

合惩戒教育，要求外卖员进行整改。

说到底，外卖员上门威胁、逼迫消

费者删差评，问题的相当一部分根源

还在外卖平台身上.外卖平台只有置

身事中，认领责任，反躬自问，从管理

理念、机制和行为上进行全面反思、改

善、提升，才能从根源上控制外卖员的

冲动，减少类似问题的发生。

““同城化累计互认同城化累计互认””让户籍改革更进一步让户籍改革更进一步

城市锐评

背景：
近日，一则武汉大学辅导员招聘录

取公示引起社会热议。录取名单上的

新晋辅导员学历清一色为名校硕博士，

甚至还有海归的名校博士。讨论中不

乏学历贬值、博士“内卷”等质疑声音。

@维辰：这个疑问其实暗含了两个

预设：博士学历很珍贵；辅导员工作很

简单。一高一低的比较，难免让人觉得

浪费。但我们要摆脱过去精英教育时

代的旧眼光，要看到随着高等教育逐渐

普及，高学历人才数量正在上涨，人才

供应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因而不必将博

士看得像过去那么稀缺。

@麦可思：辅导员是离大学生最近

的一群人，在高校育人过程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教育部和各高

校都十分重视辅导员队伍的发展，“双

线”晋升道路、职称评审单列等政策给

辅导员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从这

些方面来讲，认为博士当辅导员屈才的

观点，或许有些片面。

@鲍南：近年来，“中科院博士后当

辅警”“博士小学教师”“清北硕博任职

街道”“高考状元当游戏主播”……有关

名校毕业生的职业选择问题，屡屡引发

舆论关注。这些“口水”的背后，是世俗

眼光对职业的期望和对成功的界定。

实际上，当下的时代发展，唯一不变的

就是变化本身，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层出不穷，对职业和成功的判断标准早

已不是一把标尺。更重要的是，今天的

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仅凭一股蛮力就

能做好的，都需要应用知识与技能。

@教育人陈志文：博士是典型的高

层次研究人员，但研究什么？是否有价

值？是需要深思的。目前我们大量研究

生的培养，往往是基于自身学科发展的

需要，甚至就是论文需要，往往只满足

于简单复制，离实际需求太远，这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我们必须立足

服务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坚持问题导

向进行研究，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解决国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博士当辅导员真的屈才吗博士当辅导员真的屈才吗

侵权必究侵权必究

上海警方近日通报

“人人影视字幕组”侵犯

影视作品著作权案，“人

人影视字幕组”将网上

大量热门国外影视剧作

品配以中文字幕进行传

播，一些行为直接侵犯

著作权人发表权、复制

权、使用权、获得报酬

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权益。从此次警方通报

看，“人人影视字幕组”违

法事实清楚。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