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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张玉胜

春节过后，招聘就业市场暖流

涌动。纵观线下、线上探访各类招

聘活动，有不少企业招聘都要求“年

龄限35岁以下”，有的甚至提出“员

工90化”。进一步调查发现，当下很

多用人单位仍然热衷于收割“青春

红利”，靠青壮年人力资源参与同质

化、低水平市场经营竞争。这种状

况，导致“35岁+”与“40、50年龄段”

一道成为“就业困难人群”，面临失

业、家庭收入下滑等困境。在笔者

看来，“35岁成职场荣枯线”的怪象，

不仅涉嫌年龄歧视，更有碍于资源

使用和企业发展，建议通过各种措

施引导“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守

护好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

相较于年轻人所具有的有干

劲、有精力、工薪要求低、生活牵绊

少、适应力和可塑性强等诸多优势，

已过而立之岁、迈进中年门槛的35

岁员工，常面临上养老、下抚小、生

活琐事多、身体机能下滑等相对弱

势。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生理规律和自然现象，必须直面和

善待。其实，心智和年龄未必同步，

“35岁+”的许多人并不缺失上进心、

蓬勃力和创新性，而且与职场新手

相比，他们多是经验丰富、技术熟

练、阅历丰富的企业骨干。中年人

也曾经有过青春岁月，年轻人也终

究会步入中年、迈向老年。拿35岁

一刀切“划线”有失武断，也不公平，

更缺少人情味。

“35岁成职场荣枯线”，看似是

出于“成本”考量的小聪明，实则存

在短视误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人口红利”让一些企业占得了先

机、赢得了利润；但如今40年过去，

劳动力市场早已物是人非，“人口红

利”消退、粗放经营落伍，企业仅靠

吃青春饭难有大作为。人才竞争、

理念创新才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关

键。变人力资源为人才资源、变年

龄优势为智能优势是一个过程，需

要时间、需要培养、需要历练，从“十

年磨一剑”的角度解读，35岁或是

“正当年”。

值得注意的是，“35岁+”人群就

业渠道与选择面更窄，收入更低，而

这类群体有家庭有房贷，一旦失业，

家庭财务状况会变得十分脆弱乃至

恶化，容易引发区域性银行按揭贷

款违约等连带风险。另外，随着出

生率的逐步降低、市场劳动力供给

的减少，用工难情况在低质量就业

岗位开始凸显，并呈现慢慢向高质

量就业岗位蔓延的趋势。为了防止

用工难、用工荒的进一步加剧，我们

必须破除类似“35岁荣枯线”这样的

“年龄歧视”“中年歧视”，重构劳动

力市场，提高劳动参与率，大力开发

中老年人力资源，倡导人尽其才，这

才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

题中之义。

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还应加强

引导培训，赋予中高龄求职者更多

技能，拓宽其再就业、创业之路。

中高龄求职者也更应保持终身学

习、积极更新观念技能，凭借扎实

的素质与工作能力立于职场竞争

不败之地。

■吴学安

近日，山东省淄博市提出，

在今年9月底前，当地各级机

关和公共服务机构保留的全部

证明事项无需群众提交，要基

本建成“无证明城市”。为此，

淄博市还出台了专项实施方

案，制定了明确的任务书、时间

表和路线图。

“无证明”不等于“零证明”

或不需要证明。具体指的是一

个城市市域范围内各级行政机

关和公共服务机构在办理政务

服务和公共服务事项时,无需

申请人再到本市相关单位开具

证明，而是通过直接取消、数据

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等方

式实现证明免提交。这种方式

不仅可以铲除“奇葩证明”“循

环证明”的滋生土壤，让办事变

得更简单、更便捷，也是深化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内在要

求，是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回应

群众期盼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在国务院统一部

署和强力推动下，各地“减证便

民”取得重大成效，城市管理更

多地体现以人为本理念。除山

东淄博外，浙江宁波、金华、台

州，以及河北石家庄等多地，均

已开展创建“无证明城市”活

动。这些城市在“减证便民”的

基础上，进一步向“无证利民”

推进，无论经营者投资经营还

是百姓生活，都因此感受到前

所未有的便利。一些先行试点

城市的成功，也说明“无证明城

市”已经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

和实践经验，可以进行更加广

泛地推广和尝试。

诚然，实行证明管理、让办

事群众提供“证明材料”是社会

管理、行政审批不可缺少的环

节。但近年来社会上出现的一

些诸如要求证明“我爸是我爸”

“自己还活着”等“奇葩证明”，

以及“让人跑断腿”的重复证

明、循环证明给人们的工作、生

活带来许多困扰，备受社会诟

病。事实表明，“证明多、证明

怪和证明烦”的难题并非无

解。如浙江金华创建“无证明

城市”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6

个“一律取消”，其中之一就是，

能够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等信

用管理手段解决的证明材料，

一律取消。这意味着，在金华

的政府机关、公共窗口、服务机

构办事，无论是群众还是企业，

都不需要再提交“自己跑腿开

具的证明材料”。

“无证明城市”目标的提

出，是一次巨大的变革，着力化

解“证明多、办事难”是政府提

升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一方

面，只有坚持刀刃向内，积极转

变职能，加强政务信息化和大

数据建设，逐步打通政务信息

流转通道，才能化解证明泛滥

的的痼疾，把“减证便民”工作做

得更好、更到位；另一方面，取消

证明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少作

为”，而是要通过加强信息化建

设，及时完善和更新数据信息，

实现跨部门、跨省市的资源共

享，切实减轻群众负担，真正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从“减证便民”到“无证利

民”，变“群众跑腿”为“数据共

享”。建设“无证明城市”，是

便民利民的生动实践，值得认

认真真做好，希望各地政府部

门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确保

“无证明城市”建设叫好叫座，

惠及当地群众，把“无证明城

市”打造成一张真正闪亮的城

市名片。

背景：
2月22日，因为反对语文

老师被调到其他年级，安徽省

阜阳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六年

级(2)班的30多名学生在家

长支持下集体翘课了。2月

24日，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

称，经过学校和家长的沟通、

解释，涉事班级翘课学生已经

返回学校上课。

@呼呼：家长们的初衷是

为了孩子们的学习，可采取集

体翘课这种方式，其实是会影

响学生成绩的。在这样的紧

要关头，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

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

之中，而不是坐在家里白白浪

费时间。这只是家长们宣泄

对学校的不满情绪的手段，但

这只能扩大问题，不能解决问

题，因此并不值得提倡。

@陈广江：教育事关每一

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和感受，任

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戳中家长

敏感神经、加剧家长焦虑情

绪。学校做出调换老师的决

定岂能如此粗暴、草率？且不

说老师之间教学能力、水平有

差异，教学方式、脾气秉性也

不同，学生们熟悉、适应了某

个老师后，再贸然调换陌生的

老师，家长难免有顾虑。

@胡欣红：家校之间本是

利益共同体，如果校方能事先

把工作做实做细，相信也能争

取家长理解。即便双方仍存分

歧，也有转圜余地，可以尽早协

商解决。反倒是事先藏着掖

着、不跟家长商量，事中也不根

据家长学生反馈做出调整或及

时沟通，事后难免陷入僵局。

@排头聚焦：随着学生的

升学压力越来越大，家长和学

校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多。

其实，这些矛盾的源头都来自

于家长对学校工作的不信任

和不了解。家长可以去学校

实地了解教学情况，然后本着

共同提高学生成绩的心态去

和学校沟通，毕竟家长和学校

的目的都是为了孩子更好地

发展。

@叶金福：不管是出于何

种原因，“临毕业换老师”都是

一种“教学事故”行为。作为

学校，当下要做的就是撤回此

前的决定，把这名“已更换”的

语文老师还给学生。同时，相

关教育行政部门应彻查“换老

师”的真正原因，给学生和家

长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此，才

能平息这起因“换老师”而引

发的学生集体翘课事件。

让让““无证明城市无证明城市””建设叫好叫座建设叫好叫座

临毕业换老师临毕业换老师，，全班就翘课全班就翘课？？别让教育陷僵局别让教育陷僵局

乱乱 象象

当前，全国多地政务

新媒体向短视频平台延

伸，丰富了政务公开途

径，成为贴近群众、服务

民生的新渠道。今年 2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各级政府共开通政

务抖音号26098个。

但“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地方的短视

频政务账号重数量、轻运

营，不少成为“僵尸账号”，

还有的为涨粉时常“走

偏”，加重了基层负担，损

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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