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考报名人数经历了2010年度约144万人，2011年
度约141万人，2012年度约130万人的三连降之后，2013年
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有望逆转并创下新高，达到破纪
录的150多万人，“国考热”再次升温。（10月24日 京华时报）

如何解读“国考热”？有人说，千军万马走“官”道，反映
出“官场”之吸引力——据说那里有权力、有地位、有“油
水”，收益大风险小。诚然，有些报考者确是奔着“金饭碗”
去的。但客观讲，在经济增长趋缓、学历“通货膨胀”、就业
形势严峻的背景下，也有很多报考者（如多数大学毕业生）
是抱着“多参与一次考试，多一份就业希望”的心态挤上这
座“独木桥”的，不宜过度解读为“全民皆欲当官”。

笔者认为，在就业市场上，政府占据了绝对买方市场地
位，拥有对数以百万计的劳务提供者的选择权。面对政府
这个最大的就业岗位提供者，百万人争相奔赴也属正常行
为。说到底，“国考”也只是就业渠道之一种。

关键在于，各级政府机关和部门要正确引导、运用，借
一年一度的国家公务员考试，遴选出一批品德高尚、学识扎
实，有志于投身社会管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德才兼备”“品
学兼优”的公务员，使“国考”成为提高公务员队伍道德水
平、提升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密切干群联系和改善政府形象
的重大契机。

其一，要提高公务员队伍“换血”力度，逐步加大年度公
务员招录数量，以新鲜血液促进政府管理人员队伍新陈代
谢。其间，既要下决定心加大对个人品行差、服务意识差、
管理能力差的“三差”公务员的监督惩处力度，明确并落实
公务员退出机制，还应建立起公平通畅、以官德和才能为考
察核心的公务员晋升机制，加速公务员队伍整体水平提升。

其二，要确保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平性与科学性，让最具
官德、最有能力的人从事政府社会管理。重视规则平等与
透明化运作，杜绝“定向招聘”“萝卜招聘”，慎用“性格不合”

“特殊情形”等抽象概念。此外，还需完善公务员遴选方式
方法，改进“一考定水平、一面定取舍”的粗放式考核机制，
挑选出既愿为人民服务、又能为人民服务的年轻人，进入

“人民公仆”的行列。 方问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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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生最幸福
拥有幸福人生，几乎是每个人的

追求。可是究竟什么样的人生最幸
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人生？每个
人的理解不尽相同，回答可能有千差
万别。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是官
高爵显、大权在握？还是像红烛那样
点燃自己，照亮别人、奉献社会？

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用自
己的行动做出了明确回答。郭明义，
既没有丰厚的财富，也没有什么权
力。但他拥有着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幸福：53本献血证、140张汇款单、200
封感谢信……这就是他拥有的幸福
人生。面对别人的不理解，郭明义
说：“有人觉得存款多、房子大是财
富。可我觉得物质财富，只供个人享
受，不算真正的幸福；如果用来帮助
困难群众，大家分享，就会带给更多
人幸福。”

被誉为“大山之子”、“牧民们的
贴心人”的优秀共产党员师延林，凭
着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和对各族
群众的深厚情感，在偏远的大山里工

作了 20 年，用自己的行动唱出了一
曲各民族团结发展的时代之歌。师
延林说：“和家人在一起是幸福，但为
老百姓办了好事、有了工作成绩也是
一种幸福，为老百姓办的好事越多，
被他们信赖，幸福感就越强。”

前不久，权威机构曾对105位基
层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进行问卷调
查，探求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幸福
观。问卷调查中，79%的受访者认
为，“敬业奉献，得到群众好口碑”是
最幸福的事。

幸福观与人生观、价值观紧密
相连，有什么样的幸福观，就有什么
样的人生追求、价值取舍、行为准
则。心系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幸福当
做自己的幸福，正是每一位共产党人
应当树立的幸福观。

奋斗为了什么？对于一个先进
政党而言，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通
过坚持不懈地奋斗，努力为人民创造
幸福美好的生活。“打天下，坐江山，
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

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康宁团
圆……”为人民谋幸福，是共产党人
始终不渝的崇高追求。人民对幸福
的追求没有穷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
幸福的奋斗永无止境。

“要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定和谐的社
会环境，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
福同步提升。”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
党人应当进一步把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贯彻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
之中，使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各项工
作更加体现时代特征、符合现实要求；
应当切实增强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事
业心和责任感，牢固树立和自觉实践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应当把实
现人民群众幸福作为永恒追求，真诚
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
情关心群众疾苦，及时解决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真正把
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变成每一位共产党
员的具体行动。 袁新文

对“过头税”
应该露头就查

“当财政局的一位领导来收‘过头税’时，对
我说‘兄弟帮忙’，你说，我能怎么办？”杭州杭派
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实际上，孟平所经营的纺织服装信息商务
中心营业收入一年大约为6000多万元，目前公
司银行贷款利息每年就有5000多万元，经营还
处于亏损状态，但杭州市江干区财政局为了完
成税收任务，不仅要求该企业将今年的960万
元定额营业税全部缴纳，连明年的960万元也
全部“预支”了。

孟平的企业一年下来，营业收入除了还贷
款利息、上缴当年的营业税，本就所剩无几，预
缴了明年的营业税，这家企业还能支撑到明年
吗？令人揪心。

令人担忧的显然不止孟平一家企业，此前
媒体也有类似报道。“过头税”已经事关企业存
亡和就业，有关方面对此不能袖手旁观。

今年以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三令五
申不让收“过头税”，很多地方“过头税”却照收
不误，有的是透支未来的税收，有的是加大征税
幅度等。公众看着各种“过头税”的新闻飘过，
地方财政、税务违规征税手段花样翻新，却又无
可奈何。

今年，本是通过结构性减税、让企业轻装上
阵的一年，但如果“过头税”之类的现象加剧，将
使很多企业难有税收负担减轻的感觉。7月，
浙江省人大财经委的调研报告指出，上半年温
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60.43%出现减产停产，但
前 5 个月这些企业在利润下降 19%的情况下，
应缴税金总额仍增长了1.9%。

在刚性的财政增收目标之下，值得重视的，
不只是“过头税”的问题。22日披露完毕的各
省份前三季度财政数据显示，一些地方在税收
收入增长“失速”的情况下“非税收入”大增，有
的地方非税收入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

靠征收“过头税”、罚款支撑今年的财政收
入，无疑是杀鸡取卵。这个道理很浅显，可是，
如何遏制地方政府征收过头税、滥罚款，却又相
当困难。征过头税的是地方政府、滥罚款的是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从中获益，或许一些地方政
府并无动力去解决这一问题。至今，似乎很少
听说过，哪个地方对“过头税”零容忍，将征收的
过头税退还给了企业，处理了相关人员。

然而，眼看着年底临近，很多地方的财政预
算收入目标要完成，支出压力在增加，不排除更
多地方会加大“过头税”的征收力度。这不但不
利于中国经济的“回暖”，反而有可能雪上加霜。

这一方面需要政府改变观念，提高对财政
增收减缓、甚至负增长的容忍度，通过压缩“三
公”等不必要的开支，渡过难关；另一方面，也需
要加大对违规征税、罚款的清查和惩罚力度。
不妨，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中，充分发挥舆论监
督和社会公众举报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搞一
次针对“过头税”、“滥罚款”的清理。对那些已经
征收的“过头税”，依法查处，严惩不贷。京文

面对“过头税”
企业能不能说不？

今年以来,浙江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
些地方为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
费。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称,由于今
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
分摊到企业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
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拿过来“预
支”。(10月23日《潇湘晨报》)

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曾一路高
歌猛进的财政收入也转入低速增长轨道。地方
政府“钱袋子”开始变紧,税务总局和财政部频
繁表态坚决不收“过头税”。但显而易见,这样
的表态与要求,并没有完全遏制现实中“过头
税”。实际上,类似的“过头税”现象,不能简单
地用“乱收费”或“重复收税”来概括。

众所周知,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但同时也必须明确,
这也是其应有的权利。如果企业要承受税务机
关为完成任务所进行的“寅吃卯粮”的过头税,
势必会对企业造成巨大的负担,仅仅是缴税已
经力不从心,创新、科研投入、人员培训等,不可
避免受到影响。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竭泽而渔、
极其短视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本应
为企业和市场服务的税务部门身上,更显得不
当。

其实,“过头税”一路高歌猛进的现实映衬
出的,除了税收权力的强势之外,还有企业的权
利弱势。换句话说,对于这种严重违背税收法
规的征税行为,企业完全可以拒绝甚至将有关
部门告上法庭,但现实却是另一种尴尬与无
奈。按照社会学者孙立平的观点,企业的权利
贫困,是“非制度化生存”的缩影和写照。

所谓“非制度化生存”,就是指人们所赖以
生存的制度和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
要解决的问题时,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
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比
如,在经济放缓时,不是依据现实情况出发,而是
一味为了税收增幅,置正常的税收法规和制度
于不顾,“寅吃卯粮”“过头税”等不按规则出牌
的权力行为层出不穷就源于此。

在这样的“非制度化生存”困境里,企业面
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权利贫困和羸弱的情况
下,企业要寻求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可能会与公
权力建立庇护关系,这也正是“过头税”在很多
地方潜滋暗长,却并没有遭遇企业揭露或抗议,
而是媒体调研时才发现的苍凉注解。

须知,“鹅城”式的税收,不仅会增加企业负
担,同样也是在为权力寻租和腐败交易创造土
壤与动力。杜绝“过头税”之类的乱收税,根本
还在于制度层面的改进,给企业以权利充足、
生态健康的生存环境。否则,今天会有“过头
税”,明天依然会有其他的额外负担与压力。
这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却是不得不面对的
现实难题。 邓 为

“仅限本科”
不如“不限本科”

2013年度国考12901个职位共招录20839人，经查阅
统计，其中学历要求为“仅限本科”的职位有3379个，将近
所有职位的三成。对此，不少研究生表示，研究生三年白读
了。（10月24日《广州日报》）

与研究生感慨不公平不同，相关方面倒是一片叫好。
用人单位称，基层太苦，留不住人，不如用本科生实在；专家
表示，这是因岗选人，防止人才浪费。这么说来，三成都嫌
少了，应该推出更多的岗位“仅限本科”。

并不否认，学历不等于能力，同样的岗位，研究生未必
比本科生干得更好。特别是在当前研究生一再扩招、质量
受到怀疑的今天，很多岗位，本科生完全可以干得很好。但
必须看到，这里是“未必”，不是说，研究生肯定没有本科生
干得好。同样，虽然现实中存在一些岗位留不住研究生现
象，但是，这些岗位就一定留得住本科生吗？这里还有一个

“未必”，未必所有的基层岗位，都留不住研究生，都留得住
本科生。

客观、全面，是看待问题、分析现象，所必须具备的眼
光。只看到“未必”，是一种片面、狭隘眼光。就整体而言，
有什么数据证明，研究生的能力不及本科生？凭什么说本
科生能够胜任的岗位，研究生不能适应？

至于浪费一说更是可笑。在就业压力无比巨大的今
天，跟研究生谈报考公务员人才浪费，简直是站着不嫌腰
疼。年轻人拼命考公务员，只为追求稳定的金饭碗，确实让
人焦虑。可这种急功近利难道是与生俱来的吗？一项调查
称，超七成人认同有钱不如有权。在公务员含金量持续增
加，就业难持续加剧的现实下，劝研究生不要去考公务
员，这难道不很矫情吗？按照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
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的说法，现在公务员中服务性的岗
位大幅度增加，岗位工作基本都是类似流水线的日常工
作。服务性岗位、业务性岗位由本科生担任即可，研究生
更适合去侧重技术和研究的岗位。这么说有道理，可现
在的问题是，研究生到哪里去找适合的工作？谁又能保
证那些工作更有前途？

而且，所有粉饰“只限本科”的溢美之词，一碰到大专生
就会原形毕露。按照学历越低越适应基层的观点，那大专
生岂不是比本科生更适应基层？研究生从事服务性岗位、
业务性岗位是浪费人才，本科生何尝不是浪费人才？这些
岗位，大专生同样能够做得很好。据称，国家干部队伍中大
专以上的学历的人数已达到75%以上，已经没有进一步提
高知识含量的必要。这一意义上，更应该做的是“不限本
科”，让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具有同样的报名资格，最终
择优录取。

公平是国考的第一考量，公平不仅在考试过程，也体现
在资格设置。只要满足岗位基本需求，就应该敞开大门，给
更多人一个报考机会。通过“仅限本科”来拒绝一个群体，
歧视一个群体，这是最大的不公平。或许，今天研究生招生
过热了，而且质量也不敢恭维；研究生报考公务员过火了，
流露出了不正常的就业观，但必须想到，造成这一现象的根
源在哪里？更应该想想，研究生的出路在哪里？ 乔 杉

硕士争考环卫工让人五味杂陈
日前，哈尔滨市首次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编制环卫系统员工
报名工作顺利结束。457个招聘岗位
引来11539个报名者，在最终报名缴
费成功的 7186 人中，29 位硕士研究
生学历的报名者引人注目。

数百环卫工岗位吸引上万社会
人员报考，其“卖点”并非“环卫工”岗
位，而是“事业单位编制”。趋之若鹜
的报考现象，凸显当今社会职业的层
级制依然泾渭分明，还是“体制内的饭
好吃”。人们无非基于这样的心理去

报考：如果报考公务员不能，就退而求
其次选择事业编制职员；假如轻闲而
又待遇较好的事业单位挤不进，就先
加入最苦最累的工作单位，就算累点，
有编制待遇差不到哪里去，何况一旦
进入体制内，就有了流动机会。

体制内的饭好吃，恰恰折射出体制
外除大型国企以外的其他行业，待遇与
机关事业单位还不能同日而语，这也说
明尽快出台并落实收入分配改革制度
有多么必要与重要。否则，如果大家都
想着拿“金饭碗”、“铁饭碗”，过安逸日

子，社会创新就无从谈起，社会发展进
步缺乏青春激情与根本动力。

笔者不是说硕士一定不能干环
卫工作，如果硕士真是热爱环卫工
作，报考这一职位也无可厚非。问
题是，29 位硕士中有谁是出于热爱
而报名呢？“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
民间疾苦声”，希望为政者能从 29
位硕士报考环卫工的现象中发现
社会问题，并致力于解决问题，从
各个方面努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的逐步实现。 涂启智

陕西省安全监管局日前召开干
部大会。新任局党组书记、局长赵政
才在讲话时强调，要切实增强事业心
和责任心。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
到损失时应该内疚，应该有负罪感，
应该承担责任。

陕西省安监局前任局长杨达
才、“杨表哥”已经落马，新任局长的
一举一动自然成了公众关注的目
标。他的前任正是由于在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受到损失时的表现，也就
是那个被抓拍定格的瞬间，才使得
公众不依不饶，这样的教训赵局长
当然应汲取并反思。

不过笔者以为，赵局长提出的
“应有负罪感”固然没错，但官员的负
罪感并不会凭空而来，也不是某个官
员说几句漂亮话就可以做到的。

为官从政也是一种良心职业，一
个官员，在面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责
任事故时，第一反应应当是“愧疚不
安”。这无须等待事件原因得到调
查，因为“愧疚不安”不是法律层面和
政纪层面的追究，而是政治伦理和人
之为人的道德要求。

在国外，一个官员辖内发生的任
何重大事故，不管与其有没有直接原
因，这个官员很可能的选择就是“引

咎辞职”，而这种“引咎辞职”是一种
“引疚辞职”。他辞职，不是因为自己
负有平常所言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是因为心灵上有负罪感，对不起民
众，他需要自求离任，这与他是不是
一个好官员、事故是不是偶然发生都
没有关系。而这种因负罪感而辞职
的行为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品行，
更是一种为官的职业道德。

官员由民众委托服务民众，就要
对民众负责；有了过失而有负疚感，
或者对可以做到而没有做到的事情
承担责任，不是什么“高姿态”，而是
责任所系，理所当然的事情。袁 浩

城市“挤出效应”让“惶恐族”频生
“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

城市生活不惶恐？”一项调查显
示 ，上 海 、北 京 等 一 线 城 市 需
9000 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
线 城 市 则 在 5000 元 上 下 浮 动 。
这个结果引发网上网下的热议，
不少人甚至已觉得自己沦为“惶
恐族”，因为达不到这个收入数
字的大有人在。

“惶恐”是对生活的一种焦虑，
相对微薄的收入让他们的生活多
了一份不安心。或还房贷，或交房
租，或交水电费，或购衣，或孝敬父
母，或人情往来，一个月算下来，一
旦捉襟见肘，日子想要舒心，想要

幸福感，只怕也难。
实事求是地讲，过日子难免有

人会入不敷出，或过得很拮据，因
而 对 日 子“ 惶 恐 ”的 人 ，总 是 有
的。然而，当一个城市里“惶恐
族”占驻了相当部分时，却也折射
出这个城市的无情，表明城市只
求“挤出效应”，而忽略了不同群
体的适意生存。

现在的大城市，尤其是一些特
大城市，其发展的价值取向，乃是
通过经济杠杆，提高生活成本，发
挥“挤出效应”，也就是把一些低收
入人群挤出城市，实现城市人口的
均衡合理，避免人口爆炸。然而，

当这种讲求太过，却既不符合“让
城市生活更美好”的人居理念，也
会产生诸多现实问题。

放眼世界，一流的城市并不意
味着只有高收入阶层。倘若有，那
么这种城市人口结构的失衡，最
终必然会导致城市部分功能的丧
失，以致与一流城市无缘。城市
越发展，越应当适合不同收入群
体的生存。也就是说，不同收入
群体，都应当也能够在大城市里
找到生存的空间，才有利于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关键是，
其收入，应当与其劳动价值与生
活成本相匹配，而不能是一流的

生活成本、二流的劳动、三流的收
入，如果出现这种错位，“惶恐族”
就会呈现增多之势。

城市的“挤出效应”，会触发一
些群体的“自觉逃离”，这是必然而
正常的反应。但是，当上述错位过
大，劳动所得很难与劳动价值和收
入匹配时，相当群体的逃离，会损
伤城市的品质。说白了，就是城市
需要一类人干活，却只支付低工
资，让其承担高生活成本，其结果
必然导致这类活没人干。而留下
的两类群体，一个就是不得不精打
细算的“惶恐族”，一个则是都市贫
民窟群体。

“惶恐族”往往游离在留下或
逃离的边缘，他们处于生活的焦虑
之中，生活品质下降，幸福指数不
高。他们要想在城市里把日子过
下去，就得想法儿省钱。

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人，有
获得在城市惬意生存的权利。现
代化的都市，应当着眼于提升城市
居民的幸福指数，从制度上减少

“惶恐族”现象。从根本上说，唯
有提高收入，使其与付出的劳动
价值相匹配，最终才可能达到与
生活成本相适应的良性状态。如
是，过日子“惶恐”者或有，但不会
成群成患。 李明儒

仅此一天
重阳前后，合肥市老

年公寓献爱心活动突然井
喷，这家养老院有位老人
甚至一天被志愿者们洗了
7次脚。

矛奶奶住在这家老年
公寓，一周前，原本较为安
静的老年公寓，一下子变得
异常热闹，每天都会有爱心
人士来关爱他们这些老
人。10月23日早上7点半
吃完早饭，老年公寓便迎来
了第一拨社会爱心人士，这
些人主要是来帮老人们打
扫卫生、洗头洗脚、剪指甲
甚至是掏耳朵，并为老人发
放零食。

矛奶奶很开心，带着爱
心人士给的零食回到房间，
还没坐多长时间，第二拨爱
心人士又来了，依然是同样
的工作……

老年公寓的一位老人
告诉记者，爱心活动太集中
了，要是能够匀一下，平时
也有爱心活动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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