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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祎

一系列利好政策持续释放，各类招聘活动
火热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细致入微……随着新
一轮“就业季”到来，有关就业的话题引人关注。

就业，一头牵着千万个家庭，一头连着经济
大势。有就业，民众才有生活来源，才有底气消
费。就业稳了，市场才会稳，扩大消费、促进投
资、拉动经济也就有了基础。近年来，内蒙古一
直把稳就业作为民生之本。2018 年，内蒙古城

镇新增就业25.92万人，完成年度计划104%。但
也要注意到，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性矛
盾凸显和劳动力总量矛盾的压力，我区就业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稳中有难、稳中有忧，必须把
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用“多元解法”破解就
业难题。

就业稳则人心安。稳就业促就业，不能仅
仅着眼于解决就业、保障就业，更要着眼于实现
高质量的就业，并通过高质量的就业推动高质量
的发展。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必须立足我区现实

“挖潜”，用好政策杠杆，继续简政放权，释放企业
活力，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而对于广大求职者
来说，“家财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既要历练本
领，也要提高“情商”，进一步放宽就业视野，不断

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多方联动、凝聚力量、共
同努力，何愁下不好高质量就业这盘棋？

人生需要舞台，青春更需要绽放。有数据
表明，2019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 834 万，
将再创毕业生人数新高。虽然就业焦虑依然存
在，但大学生的择业观渐渐趋于理性务实、就业
渠道日益多元化，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过去担
心天之骄子沦为普通劳动力，如今从底层做起
得到很多人认同；过去强调体面和待遇，如今更
看重个人兴趣和发展空间；过去注重旱涝保收、
稳定安逸，如今信奉奋斗的人生最美……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勇于到基层一
线和艰苦地方去，人生的路一样可以走稳走实，
平凡岗位上同样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美国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预言家约翰·马
尔科夫所著的《与机器人共舞》一书中，有一个
数据很令人震惊：互联网行业，每使一个岗位消
失，便会新创造出 2.6个岗位。曾几何时，女性、
困难群体和残障人士都是就业时的弱势群体，
如今他们可以借助平台在技术、物流、资金的帮
助下轻松创业，直接面对上亿消费者，不仅增加
了就业机会，而且让就业更加包容与平等。高
度重视、积极支持新就业形态发展，积极探索促
进和完善有关政策，健全适应新就业形态特点
的社保政策和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努力
让“互联网+”发展新就业形态成为破解就业难
题的有力抓手。

前不久，呼和浩特市出台了《关于做好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为
促就业、稳就业送出一份大礼包。深入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多渠道多
形式就业，共同营造良好就业环境，这些大礼包
就会释放出更多新能量，让就业者赢得人生出彩
的机会，让社会迸发更多潜能、涌现更多活力。

就业难题需要“多元解法”
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就业结构性矛盾凸显和劳动力总量矛盾的压力，

我区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稳中有难、稳中有忧，必须把就业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用“多元解法”破解就业难题

□王度阡

无错之人，未之有也。犯错是一个人
成长过程中必定要面对的问题，任何人在其
一生中都会犯一些错误，或大或小、或轻或
重。然而，时下不少党员干部却非常怕犯错，
绞尽脑汁避免犯错，甚至为了不出错，干脆不
干事，仿佛党员干部就不能有错、不可犯错，
或者犯了错就会万劫不复。这样的观念是有
问题的，这种现象也要警惕。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党员干部不是
圣人，更不是完人，也有可能犯错。毛主席
曾经说过：“允许人犯错误，也要允许人改
正错误，改正了错误就是好同志。”任何一
个干部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尤其是当下
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工作难免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广大党员干部可
以根据对形势的判断，尽量少犯错误，但不
能一味地“小心谨慎”，因为可能犯错而踟
蹰不前、逡巡不进，更不能为了不犯错误、
不出问题，就不担当、不作为、不干事。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犯错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成长。一个干部在成
长的过程中，难免会“摔跤”“跌跟斗”，甚至
有的时候还跌得重、摔得狠，但摔倒了、跌
倒了之后就知道在以后如何能够少摔跤、
不摔跤，这就是进步、成长。犯错的次数可
以减少，却难以完全避免。有的干部把犯
错看得很重，不想犯错、不敢犯错，甚至试
图完全避免犯错，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犯错
是难免的，但必须要知错就改、有错必改。

正确地对待犯错，不是说可以随便犯
错甚至故意犯错，而是为了激励广大干部
积极作为，不要由于害怕犯错而少干事、不作
为。党员干部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错误，才能
放下思想包袱，撸起袖子加油干。与之相配套
的是，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按
照“三个区分开来”的原则，为敢于干事、积极
作为的干部撑腰鼓劲、呐喊加油，让广大干部
不再因为怕犯错而束手束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何说犯错是一
种成长，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在
今后少犯错甚至不犯错。从这一角度来说，
不要把干部成长过程中的普通“错误”看成诛
身之罪，更不能因为工作中的“错误”就一棍
子打死。只要不犯政治性、原则性的错误，就
要允许广大党员干部多闯、多试、多探索，让
干部在摸索和历练中逐步成长起来。

犯错
也是一种成长

□刘念

这两天，几条视频看得人心里暖暖的。
一名小女孩不幸落井，消防队员赶到。

孩子被救时激动地带着哭腔说：“消防员叔
叔，你们来救我了！”孩子最后安然脱困。

马路旁，96岁的老先生晕倒在地，83岁
的退休大夫路过，马上倾力抢救。家属登门
道谢，老大夫乐了：“我本身就是医生嘛！”

大巴上，受到骚扰的女乘客向司机求
助。视频显示，车停住后，司机过来干涉。
肇事者一看情况不妙，开窗要逃，司机一把
抱住，直至移交给警察，事后说：“乘客既然
求助我，我必须维持正义。”

接连看完，不禁感慨，真是好人多啊！
除此之外，不由引发了对“救人助人”这事的
思考。

有责在肩者，责无旁贷。遇到不法侵害
时找警察，遇到火情险情找消防员，遇到突
发情况找所在场所工作人员，这是大家的第
一选择，也是社会防险御险的最重要防线。
为公众守护秩序的公职人员，必须肩负起这
个责任，不能犹豫、后退、推诿。一看见消防
员制服，小女孩的安全感一下子就有了，这
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大的信任！危难之
际，看到他们逆流而上的身影，我们也不要
吝啬掌声。

有技在身者，义不容辞。医生在医院里
救人是责任，可在街头，退休了，还有没有责
任？广义上说，也有的呀，因为您有救人的
本事。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虽无刚性规定
约束，但是，社会呼吁“能者”在这方面“多
劳”。外国友人问路，您懂外语，能不闻不问
吗？火车飞机上，乘客身体不适，您是医生，
能袖手旁观吗？有人落水，您是游泳教练，
能看着人出事吗？身怀技艺，该出手时，咱
就得出手。

有心助人者，舍我其谁。有人说，我也
没有职责，也没有专门的本事，是不是啥也
干不了？当然不是。很多时候，救人助人不
需要专门的技术、能力。给孕妇让个座、扶
老人过马路、见欺负人的大声喝止，门槛并
不高。这属于孟子说的“为长者折枝”“是不
为也，非不能也”。这个时候，还要想想孔子
的话：“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关键
在有心。

该帮人时，一定要帮人。

该帮人时帮帮人

□苑广阔

因为模仿网红李佳琦，一位名叫天天的
小朋友也成了网红。在抖音上，他有 70 多万
的 粉 丝 ，短 视 频 有 400 多 万 的 点 赞 。 与 80
后、90 后从小纠结“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烦
恼不同，今天的 95 后、00 后们似乎正面临一
个新问题：选择好好读书还是选择当网红？

“读书不如当网红”，相信稍微理性点的
人都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也极少会有父母
会按照这样的理念去引导和教育自己的孩
子。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一旦孩子有
了这样的认识，就很可能把自己的未来和人
生寄托其上，放松甚至放弃了读书。所以，
对于部分未成年人这样的思想，我们还是要
去教育、引导和纠正。

网红也是人生的选择之一，尤其是一些
网红在网络平台上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名利
双收，过着让人艳羡的生活。但是，为什么
我们还是要说“读书不如当网红”的观念是
错误的，是需要纠正的？

首先，“读书不如网红”和当年的“高考
不如整容”一样，都是读书无用论的变种，
每 隔 一 段 时 间 这 样 的 言 论 、这 样 的 观 点 都
会沉渣泛起。网红也好，明星也罢，不可否
认 他 们 的 收 入 确 实 高 于 常 人 。 但 是 ，相 对
于绝大多数职业来说，网红是少数，凭借网
红 过 上 自 己 想 要 的 生 活 的 人 更 是 少 之 又
少 。 如 果 对 这 一 点 没 有 充 分 的 认 识 ，以 为
网红是相当就能当，当了就能名利双收，明
显是想当然了。

其次，我们可以告诉孩子，网红确实可
以成为一种职业，但是这种职业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或者说具有相当高的风险性。近
年来无数的案例已经告诉我们，昨天还风光
无限、万人追捧的某个网红人物，也许一夜
之 间 就 因 为 这 样 那 样 的 原 因 而 销 声 匿 迹 。

“网红”容易，常红不易。换句话说，网红只
能算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非主流职业，不能把
其当成自己人生的主流选择。

最后，立志做网红是社会多元的体现，
不该被轻易否定。但是，即便是要当网红，
也没必要将之和读书对立起来。一个读书
多、有学问的网红，肯定要比一个不读书、没
学问的网红更有潜力、更有前途。因此，我
们要告诉孩子，做网红也要好好读书。只有
经过这种有理有据的引导，才能让孩子明白
网红和读书之间的关系，避免“读书不如当
网红”的谬论占据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对他
们的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为什么说“读书不如当网红”是错的？

“突发！”“最新！”有时候，人们会发现自
己手机里安装的大量资讯类应用，齐刷刷地
推送了一则内容相似的弹窗新闻，吸引眼球
的标题和广受关注的话题让该新闻很快成
为网上热点。而不久后又迎来反转，大家发
现这则新闻是个假消息，再点进去时相关内
容已被删除。这些年来，资讯平台把自己的
失误“炒”成新闻事件的情况并不少见，多家
资讯平台集体“中招”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锐评：媒体曾被誉为“航船上的瞭望

员”，移动互联网时代，资讯平台也应该接过
这光荣的一棒，在追求更快、更多、更深入、
更个性化时，不忘真实性这个立身之本。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能大大
缓解人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由于公立
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完善、民营医疗机构不
当逐利，一些医疗机构想方设法通过吸引患
者就诊、提高人均就诊费用、增加就诊次数
等方式，来提高营收。如何打击欺诈骗保，
越来越成为医保工作的重要事项。

——据人民网
锐评：医保基金不是“唐僧肉”。用大

数据看牢“救命钱”，确保医保基金用在关键
处，才能更好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5月26日晚，多位网友在微博曝料称，在
当天进行的聊城市东昌府区教师招聘考试
中，城区一家教育机构疑似押中 70%考试
题。5月 27日，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发布通报
称，目前已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网友反映的
问题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将向社会公
布。是否真的发生了泄题，还需要等待相关
部门的调查结果。命中率奇高的“神押题”
却是不争的事实。押题在各种应试培训中
都存在，偶尔押中考题也不意外，但正如网
友指出的，这家培训机构的“命中率”实在是
太高了，“甚至连错别字都一样”，这就有点
不合常理了。近年来，类似的“神押题”时有
耳闻，见诸报端的就已有多起，引发了人们
对考试公信力的质疑。

——据《齐鲁晚报》
锐评：相关部门既要尽管查清真相，回

应舆情，更要以此为契机，切实改进招考工
作。

近年来，关于手机该不该进课堂的讨论
不时见诸媒体。日前，又有几则报道将这个
话题推向新的高度。先是江西省教育厅针
对本省高校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出台了
加强高校本科教学管理的八项要求，其中一
项明确“非教学需要，禁止学生带手机、平板
电脑一类与学习无关的东西进入课堂”，这
意味着原本只是集中在中小学课堂该不该
禁止手机的话题，“升格”到了大学课堂。而
后则是河南商丘一所中学某班级老师为了
警示违规带手机的学生，让学生在教室里把
自己手机砸碎。

——据《南方日报》
锐评：禁止手机进课堂不是一件坏事

儿，但推广这事儿需要得到家长和学生的认
可，动辄让违规学生砸手机这种做法，很难
起到正面效果。

□籍海洋

温度和湿度可以自动调节，蔬菜在狭长的
过道“穿梭”自如，一年四季劳作不觉得累，红红
的钞票鼓足农民的腰包……这不是对未来美好
的畅想，而是农民实现暖棚自动化操作后的生
活写照。

在赤峰，设施农业正在全面开花结果，气
候比较温暖的宁城县、松山区、喀喇沁旗等南
部旗县区已经拥有成规模的设施农业园区，农
民因发展设施农业而获得的幸福感与日俱

增。这不仅得益于国家和自治区政策的大力
支持，也得益于赤峰人能够瞄准时机、找准路
子，勇于打破命运桎梏，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
中找准突破口，从而实现农业与农民的华丽
变身。

“十年九旱，年年春旱”是赤峰人对当地
气候条件的形象描述，也是我区大部分地区
的气候特征。赤峰市发展设施农业，改变了
以往“靠天吃饭”的窘境，带领当地农民趟出
了一条发展现代农业的新路子。但是，想要
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更稳，还需付出更多努
力。一方面，要在适应市场需求、加快多元发

展上下功夫，在结合地区实际的基础上，延伸
产业链条，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另
一方面，需在拓宽营销渠道、创新经营方式上
下功夫，创建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靠

“销得好、销的畅”反向带动“种得更好”，形
成良性循环，进一步推动农业增效、助力农民
增收。

俗话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发展
设施农业，是一个农业发展创新实践的过程，
也是一个培训农民转变观念的实践课堂。赤
峰市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农业的发展，
离不开农民的改变与成长，只有“新型农民”

走上舞台中央，农业才会越来越强。从农民自
身来说，要转变千百年来固有思想，变被动为
主动，不断拓宽眼界、提高认识，争做新时代
下掌握科技的新型农民；从社会角度来说，打
造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还需合力为之，通
过政策引导、组织保障、资金补助、技术支持
等，切实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春色满园关不住，科技兴农正当时。赤峰
市设施农业的发展进步，正是我区农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事实证明，现代农业助力高质量发
展的时代已然到来。今天我们精心浇灌这片
希望的田野，明天定能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

摘取设施农业的丰硕果实

手机APP（应用程序）过度索权、注销难等导致个人信息“裸奔”的现象，近年来屡屡被曝光并引发关注。针对手机
APP违法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问题，有关部门连出重拳。今年，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
门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向违法违规手机APP“开刀”。 新华社发 徐骏作

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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