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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 近几年来，央企因
为“稳定、高福利、发展空间大”，已
经成为大学生眼中最热门的工作单
位，可是，到一些央企工作的过程却
总是让人云里雾里。近日，一项调
查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央企招聘

“很不透明”，18.4%的受访者认为
“不太透明”，仅 1.9%的受访者认为
“非常透明”。同时，89.8%的受访者
认为从“非正常渠道”进入的员工会
令央企裙带关系泛滥。（11 月 5 日
《中国青年报》）

何止是央企，很多地方的垄断企
业，如电业公司、自来水公司、天然气
公司、市政公司等，无不是大量地“近
亲繁殖”。

至于“近亲繁殖”的方式，要么是内
部子弟消化，要么是各级领导的纸条以
及各种关系户的招呼。

如果央企的高工资高福利降不
下来，巨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因为收入
分配改革而有所减少，无论我们在央
企招聘上出台多少看似严格的规定，
都注定不能阻止央企招聘裙带关系
的泛滥。

央企招聘裙带关系泛滥，还说明央
企光鲜的利润，并不总是因为“经营有
方”，更多的只是因为其特殊垄断地位以
及政策性、资源性特权。

否则，一个真正在市场中依靠自由
竞争安身立命的企业，不可能不重视人
才队伍的建设，更不可能允许大量关系
户涌入，以致裙带关系泛滥。

央企招聘混乱不堪，仍旧能拿出让
民企羡慕不已的利润表，说白了就是“走
市场的路，赚垄断的钱”。



漫画漫话

央企招聘
裙带关系泛滥
说明什么

本期统筹：陈曦
联系电话：13526946841

本版由孙钦良工作室主办

■电子信箱：lywbpl@163.com
■ 登录洛阳网（www.lyd.com.
cn）点击“网站投稿”
■信寄新区报业大厦《洛阳晚报·河
洛评谭》版

投
稿
方
式

2012年11月6日 星期二
编辑／小勇 校对／项辉 组版／王博 河洛评谭05A

河
洛
观
潮

马
寺
钟
声

洛
谭
说
事

领导让你订盒饭领导让你订盒饭，，你去吗你去吗？？

“十大名楼”申遗理由得让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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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精
神，不媚上

小洛观点

过分强调
自我，不懂事

老谭观点

【今日话题】这两天，一条微博引起
社会广泛争论：在一次电视台策划会上，
主任对一名90后实习生说，麻烦你开完
会给大家订盒饭，按人头，我请客。结果
该实习生认真地说，对不起，我是来实习
导演的，这种事我不会做。不少网友纷
纷跟帖“吐槽”身边的90后实习生：不懂
礼貌、太自我，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欣赏。
（11月5日《中国青年报》）

老谭：这一代孩子，有独立的思想，
果敢，这都是优秀的品质，但在很多时
候这些概念会被人搞混。如果认为“太
自我”是独立、“不礼貌”是果敢，显然是
不对的。

小洛：他反抗的不是“订盒饭”这件
事，而是什么事都得新人做的这种“论资

排辈”的现象。这种情况全世界哪儿都
有，无处不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老谭：这怎么能说是“论资排辈”？
90 后实习生，到了新单位，服务一下大
家，是团队意识的表现，也是尊重师长前
辈的礼节，很正常。怎么到他这儿，整得
跟刺猬一样。

小洛：人和人是平等的，如果说你上
年龄了，身体不便，我帮着做点事情是应
该的。但是大家都年轻力壮的，凭什么
就得我打杂？就因为你来得早？这不公
平。订盒饭就一电话的事儿，领导有工
夫安排我去订，那他直接电话打过去不
行吗？

老谭：领导可能忙着有其他事情要
处理，只能简单交代一下，无暇顾及周
详。在一个团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岗位，大多数时间都是各司其职。但也
会遇到突发情况，需要有人去处理，可能
这些都是很小、很琐碎的事情。但如果
这时候大家都抱着“这不是我的活儿，为
什么其他人不能做”的态度，势必会影响

工作进程。一个成熟的人，不单单是看
他是否有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也要看
他能不能扛起更多的责任。

小洛：如果是工作中的事情，我很乐
意承担，而且愿意服从领导的安排。可
吃饭属于私下的休闲活动，我又不是服
务员。以后是不是你们搬家、送快递等
事情，也得我来干？有独立自由的人格
不好吗？难道那种唯唯诺诺，领导说什
么是什么的跟屁虫就是职场精英吗？

老谭：端茶、倒水、买饭是很小的一
件事情，至于“该不该做”，要看环境因
素。就这件订饭的事而言，如果领导一
副“大爷”的架子，认为你就该为他做这
些，是很让人反感的。但反观这位领导，
人家还是比较讲礼貌的，偶尔请你为大
家做点服务工作，并无不可。大家一起
共事，每个人都应该有服务大众的意识，
并不针对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帮
助，而不是利益交换。最后，我作为过来
人，送你一句金玉良言——每一位“大爷”，
当年都委屈过。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中泰世纪花城小区内，
因健身噪声问题引发争议：舞蹈队要求
在空地上跳舞的权利不被干扰，另外一
些业主则对音响声感到反感。物业满足
哪一方的要求都会招致不满，左右为
难。（见本报昨日A14版报道）

这不是“按规矩来”能解决得了的问题。
健身噪声如今已成不少业主眼中的

“新公害”。住户在小区广场上活动时，
能发出多大的声音，这声音该持续多久，
在什么范围内允许这些声音出现，目前
确实没有严格的标准。

当然，记者在报道中介绍了美国的
标准：住宅外超过45分贝的声源都被列
为“禁止使用”，超过三分钟就要被罚。
参照这个标准，在中泰世纪花城小区空地
上跳舞的这些人是要受处罚的，因为人们
正常谈话的声音为五六十分贝，跳舞者的
音响发出的声音不会低于说话声。

咱当然没必要用美国的规定来套自
己的问题。一者，谦抑、守理、客气、忍让
向来是国人的传统美德，“与人方便，自己
方便”的道理咱该比西方人懂得多；二者，
此规定看起来很强大，其实不一定管用，
一有什么问题就想靠“规定”解决的想法
太天真；三者，真要“按规矩来”，谁执行，

咋执行，效果难保证，邻居们伤感情！
那咋办？不难！要学知识、克难关，

“怕就怕‘认真’二字”；要睦友邻、化矛
盾，只需四个字——将心比心。

个别业主不满舞蹈队的音响声，常
在晚上8点半后用干扰器干扰音响，这让
舞蹈队成员不理解：“我们放的是抒情歌
曲，并不是噪声啊，怎么会有人晚上8点
多就睡觉？”

不妨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晚上 8 点
半，他们是不是需要安静的环境？

8点半，是学生做作业的时间，咬着
笔杆解数学题的孩子怕听到声音。

8点半，是上夜班的人补觉的时间，
担心休息不好的他们怕听到声音。

8点半，清晨挤公交上班、下班忙买菜
做饭的人可能刚丢下饭碗，看了一会儿电
视就眼皮“打架”了，他们也怕听到声音。

8点半，也许有人想静静地想一想心
事，静静地看一会儿小说。

…… ……
这时，窗外传来的阵阵“抒情歌曲”，

对这些住户而言，可能非常难以忍受，可
能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干扰。

感到“受不了”，就想办法将舞蹈队
从小区空地上“驱逐”出去？舞蹈队成员
想不通。

这可以理解：空地是大家的，只要是

业主就有权合理使用。老人们跳舞健
身、沟通的需求也应被尊重。再说，哪有
那么多适合活动的场地？要有也不会在
这里跳了多年。

笔者这么想，各退一步，可能是解决
问题最好的办法。

空地该利用还利用，咱可以把跳舞
的时间控制在晚上8点半之前。按常识，
运动贵在坚持，晚上7点半到8点半一个
小时的运动时间足够了，时间太长反不
利于疲劳的消除和身体机能的恢复；或
者，咱换一种运动方式，选一个不需要那
么大伴奏声的活动。

要到场地上砸酒瓶的业主也大可不
必采取这种过激的举措，解决问题靠的
不是谁比谁凶，平心静气地给跳舞者一
些合理的建议可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

住在现代化的住宅小区里，我们常
抱怨，城市化的进程硬生生地把人分开
了，社区里谁也不认识谁了，谁也不关心
谁了，拉下脸来啥都无所谓了。

是的，像过去那样，住在一起的都是旧
乡邻、老街坊，彼此熟识，很多互相惹麻烦
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可时代不同了，
在享受敞亮新居的同时，邻里也应更主动
地走近彼此，关切彼此的需求。毕竟，别人
舒心和自己舒心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互相
理解就难收获和谐生活，您说是不是？

将心比心，大家舒心

□苑广阔

【新闻背景】最近传出黄鹤楼、滕王
阁、岳阳楼等“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
被计划集体“打包”申遗的消息引发各方
关注。对于“十大名楼”联合申遗的消
息，一些专家及文保爱好者表示“不靠
谱”。（见本报昨日B04版）

对于“十大名楼”联合申遗的消息，
不但一些专家及文保爱好者表示“不靠
谱”，即便一些普通的网友和公众，也公
开表示了反对意见。

具体说来，文物专家和文保爱好者
觉得在这所谓的“十大名楼”里面，很多
根本就称不上是历史文物，有很多连文
保单位都不是，属于“假古董”，申遗自然
就失去了意义。

网友和公众则怀疑，有关部门之所

以要给名楼申遗，根本目的也不是保护
历史文化遗产，而是为了趁势涨价，谋
取经济利益。

不得不说，虽然大家反对申遗的理由
不尽相同，但是都堪称是有理有据。因此
在笔者看来，“十大名楼”要想顺利启动申
遗程序，首先必须让大家信服。换言之，

“十大名楼”在申遗之前，一是要辨真伪，
不能拿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去
申遗；二是要明意图，不能带着功利思维，
甚至怀着赤裸裸的赚钱目的去申遗。只
有做好了这两方面的工作，名楼申遗才具
备了正当性，才能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理
解和支持。

先说“辨真伪”。按照目前的资料来
看，在这“十大名楼”里面，除了岳阳楼、
天一阁等少数楼阁属于真正的历史文化
遗存，其他楼阁多数都属于现代建筑，根

本就没有历史文化价值。比如修建于
2001年的南京阅江楼，距今只有短短11
年的历史，让它去申遗，岂不是笑话？

再说“明意图”。很多人之所以反
对名楼申遗，主要是反对其利用申遗来
谋求经济利益。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
少了，很多地方的古建筑遗迹、历史文
化遗存，一旦申遗成功，门票价格就上
涨。保护与否还不知道，票价倒先涨起
来了。既然申遗对普通老百姓没有任
何好处，反而会让人多掏钱，那么谁还
支持它申遗呢？如果申遗真的是为了
加强文物保护，传递历史文化，想必就
没有人反对了。

因此，为了申遗的正当性，也为了申遗
的成功，“十大名楼”在申遗之前，不妨先

“辨真伪明意图”，增加申遗的正当性，平息
那些反对申遗的声音。

空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