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2日凌晨5点，随着最后一块违法广
告牌被拆解完毕，这场拆除河南省人民会堂“违
法户外广告牌”的“创文”保卫战尘埃落定，河南
省人民会堂终于摆脱束缚，干干净净示人，恢复
了往日的庄严、肃穆!

庄严肃穆、明净大方
河南省人民会堂

的

违法广告拆除前的省人民会堂

文明在心，才能安全出行
昨天是“全国交通安全日”。每年“全国

交通安全日”，都会有一个活动主题。今年
的主题是“抵制七类违法，安全文明出行”，
所谓“七类违法”，指的是超速、超载、酒驾、
毒驾、闯红灯、占用应急车道、不礼让斑马
线。这段时间，公安交管部门正在针对突出
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严查之下，交通违法行为和交通陋习大概会
收敛一些，但保持长效，让文明出行成为每一个人
的自觉选择，才是我们真正期盼看到的。处罚是
手段，安全是目的。提高违法成本，是为了让人对
违法的后果有所忌惮，从而做出遵守法规才最有
利于自己的“理性”选择。然而，要提升道路安全
系数，仅靠严查是不够的，关键还是每个人都提升

遵守规则、文明出行的“自律”意识。其实，严查也
是一种以“他律”来促使“自律”的手段。

“自律”的一开始往往是痛苦的，因为要约
束自己的行为，改变自己的习惯，如果在形成

“自律”的过程中遭遇“他律”，还可能产生抵触
情绪。然而，一旦“自律”形成，并把遵守规则、
文明出行的意识外化为行动，自己和他人就会
拥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一个无视规则的道
路环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危机丛生，行驶或
行走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心生焦虑，看似自
由，实际上是最大的不自由；一个绝大多数人
都自觉守法、文明礼让的道路环境，才能让人
感受到更多的安全与从容，看似不自由，实际
上是有了更多的自由。

比如，在道路使用上，行人、非机动车、
机动车本应各行其道，但行人行走在机动车
道上，非机动车穿梭于机动车流中，机动车
占用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情形，并不少
见。这是自由吗？当然不是。不仅更容易
发生交通事故，遭遇人身伤害、财产损失，而
且增加了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乃至冲突的
可能性，社会氛围恶化，戾气积聚。

2011年，公安部最初设立“交通安全日”
时，相关负责人就提供了一组数据：近年来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每年都在7万左
右，受伤人数约30万，直接经济损失近10亿
元。现在，全国机动车超过2.6亿辆，机动车
驾驶人数量已近3亿，公路交通里程达到435

万公里，驾驶人数量世界第一，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世界第一，机动车增长速度世界第
一。我国已经快速进入汽车社会，如果汽车
文明、道路文明程度不能同步提升，其中的
安全隐患可想而知。

道路安全文明，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如
果只要求他人尽责，对自己“宽容”，就很难
看到进步；不如从自己做起，点滴力量才可
能累积成巨大改变。我们常说“小手拉大
手”，孩子的规则意识反而比大人强，这难道
不令成年人汗颜吗？诚然，道路规划、交通
执法永远都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每个人
都尽到自己的那份责任，才是道路安全文明
的基石。 纪 玉

国考“降温说”言之尚早

2015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
科目笔试11月30日结束。一年一度的“国考”，再次吸引了
众多人的目光，同时也让很多人趋之若鹜。但与往年相比，
今年国考在招录人数增加的同时，却出现了考试人数下降
的“逆现象”，不少人据此得出国考“降温”的结论。

统计数据显示，和 2011 年的 133.7∶ 1、2012 年的
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今
年国考的竞争比，即平均每招录一个人背后的竞争者数量
已经降至64∶1。同时，今年超过2000∶1的高竞争比职
位只有3个，比去年减少了7个。如果单从竞争比等数据
来分析，今年国考确实处于5年来的最低值。然而，这能
说明国考已经“降温”了吗？假使国考已经“降温”，相关数
据必然随之下降，但反过来推理就不必然成立了。原因很
简单，数据减少是许多因素促成的，不一定就是公务员岗
位吸引力下降，也可能是“吸引力犹在，门槛却在提高”。
换句话说，不是“不想”报考，只是“不能”报考。

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公务员招录改革力度，重点集中
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格要求更加详细，更加突出基层工作经
验；二是职位设置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向边远地区、基层岗
位倾斜。在我看来，这才是国考人数减少的最重要原因。
事实也证明，但凡竞争比低或者无人问津的岗位，要么是资
格要求比较高，要么是边远地区条件艰苦。从2010年开
始，国考要求有基层工作经验者所占比例逐年提高，而且专
业限制也越来越严格，门槛的提高自然会使不少人望而却
步，由此带来竞争激烈程度下降也在所难免。与此同时，边
远地区、基层岗位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今年更超过了
76%，一些基层岗位还明确标注了工作条件艰苦、经常出
差、需值夜班等工作特点，这或许就是许多岗位无人问津的
原因所在。

目前来看，国考所谓“降温说”言之尚早。因为报考
人数下降，很大程度上不是主观原因，而是客观上的门槛
提高和好岗位减少所造成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国考热”
有一定的社会合理性，对于个人而言，也多是基于理性选
择。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承认并不是人人都抱着为人
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去的，也不是为了追求隐性福利和灰色利
益去的，因此，所谓“八项规定、反腐败致考试人数减少”的说
法同样站不住脚。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公务员这一职业具有
其他职业无可比拟的优势，比方说中等偏上的收入保证、稳
定的福利保障、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个人基于此选择报考
公务员，正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人
才流动来说，却难言理性。倘若社会精英都将加入公务员队
伍作为职业优先选项，势必会减少更多优秀人才流向生产行
业、创新行业、更能做大财富蛋糕的行业。

“降温”是国考改革的既定方向，从中央到地方也一直
在加速这种转变，现在通过门槛设置带来的报名人数变化，
还不能为“降温说”提供充分佐证，因为最根本的原因——
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以笔者
愚见，要使国考真正“降温”必须在两个方面加速改变：一是
对公务员岗位“去优势”，降低吸引力；二是对社会其他岗位

“添优势”，增强吸引力。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当其他岗位
“升温”了，公务员岗位必然会“降温”。 丁建庭

别让“标准答案”扼杀了创新人才
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对著名的“钱学

森之问”并不陌生：为什么我们的学校
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时至今日，
这恐怕也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走入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发展
的驱动力。李克强总理曾提出“万众创
新”理念，呼吁通过创新为中国经济升
级版发力。学校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己
任，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应该培养出
具有创新精神、掌握创新能力的人才。
以此观之，我们的教育体系虽然培养出
了不少学霸、学神，但总体来看学生的
创新能力仍然是一大短板。

从教育模式上来说，每一个“过来
人”都曾体会“中国式教育”的弊端，那
就是强调唯一的“标准答案”，学习的过
程被简化为从黑板上抄到笔记本上、再
从笔记本上抄到考卷上的应试过程。
当然，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中
国学生基本功不可谓不扎实，但创新能
力的缺失却得不偿失。从儿童时期开
始，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非黑即白”：
只有标准答案是对的，其他答案都是不
对的，只需要记住正确答案就行，没必
要去思考还有没有其他答案。这种价
值观潜移默化，使得学生只求不出错，
却缺乏求新求变的意愿。长此以往，除
了被动接受“标准答案”，学生不敢尝试
新事物，更谈不上创新。

而从社会环境上来看，一方面我们
的文化传统更倾向于社会成员做一个
守规则的、按照常理出牌的人。大多数
人的成长都是按照千篇一律的路径：升
学、高考、上大学、找工作……只有遵循
此道，才算是“正路”，而辍学、创业等另
辟蹊径之举，往往被视作“不务正业”。
另一方面，社会竞争往往也还存在学历
崇拜、文凭情节。前不久，深圳一家企
业招聘应届生，开出了“普通院校5000
元、重点院校 6000 元、清华北大 9000
元”的薪酬……只看学历不看能力的畸
形人才观下，如何鼓励学生把精力用在
搞创新上而不是混文凭上？

归根结底，要让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到
鼓励创新的轨道上来，首先要摒弃以往那
种片面强调标准答案的观念，鼓励学生知
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还应鼓励学生在标准
答案之外寻找其他可能的正确答案。唯
此，才能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怀疑精神。

其次，是要改变人才选拔和高校评
价的指标体系。随着自主招生等新渠
道逐步拓宽，素质教育理念渐受认可，
大学招生也应给创新型人才开“绿灯”。

再次，高校的学术评价，应从单以论
文数量论英雄，过渡到产学研结合、鼓励
创新创业上来。比如近日清华大学就宣
布，将在明年开设创业辅修学位，鼓励大
学生创新、创业。 张涨

《现代金报》报道，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工程拆迁中，被拆迁方公司法定代表
人吴兵多次请工程征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娄益平吃饭，并送给娄价值近3万元的
财物，骗得该工程多支付拆迁补偿共计5560余万元，以及至案发时尚未付清的
25套拆迁安置房（价值1380万余元）。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兵无期徒刑，以滥
用职权罪、受贿罪并罚判处娄益平有期徒刑十年。

只不过请吃几次饭，塞了3万元行贿，居然骗得了国家工程的拆迁补偿六七
千万元，这笔“买卖”，产出竟是投入的数千倍。要论官商勾结中的暗箱操作权钱
交易，此事堪作典型案例了。 吴之如 文/画

何以能“小投入大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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