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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金福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等四部门

发文，喊停校园小卖部，无疑十分及时，也

非常有必要。这既是重视学生食品安全的

体现，也是关注、关爱学生身体健康的一种

表现。

但仅仅喊停校园小卖部还远远不够，还

需像管好校园小卖部那样管好校外小卖

部。据了解，校外小卖部一般都“围着学生

转”，而且也善于投学生“所好”，比校园小卖

部更难管理。

近年来，在学校周边的小卖部里，山寨

食品、“五毛食品”、垃圾食品等食品安全问

题被屡屡曝光。可以说，围绕校外小卖部的

种种乱象，对广大学生的食品安全和身体

健康存有很大的隐患。校园小卖部取消之

后，学生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光顾校外小卖

部，也给了校外小卖部更大的逐利空间。因

此，相关部门除了要管好、管住、管牢校园小

卖部，也不能让校外小卖部处于“脱管”“失

管”状态。

事实上，此次的新规也提到，严格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学校

周边不得设置售烟、售酒网点及禁止向未成

年人售烟、售酒的规定，严肃查处学校及周

边、网络平台等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

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

大查处和惩处力度，一旦发现违法行为，要

予以严惩；另一方面，学校和家长要加大对

学生食品安全的教育力度，让学生真切地感

知假冒伪劣食品、垃圾食品的危害性，自觉

拒绝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

当然，也要看到校园小卖部取消后，可

能带来的一些不便，这意味着校园服务也要

跟上，要指导学校食堂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

工作。比如，有条件的学校可配备营养指导

员，根据学生年龄和生长发育特点，为学生

普及预防食源性疾病和平衡膳食的知识技

能，提供均衡营养膳食。各地也需鼓励学校

创建营养健康食堂，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健康

饮食条件。

□斯涵涵

2023年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1158万

人的历史新高，促进就业任务处于重要位

置。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及消费转型，新经济

业态拓宽了当下年轻人的灵活就业渠道。这

几年，我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

了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动能，让每个普通

人都有上进的机会，把他们的特长和聪明才

智发挥出来。（3月1日《新京报》）

上门代厨、喂猫遛狗、视频制作、网络主

播、文案写手……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

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中国政府网此

前的数据显示，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有

2亿多人，灵活就业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的

就业新选择。

曾几何时，一说到“灵活就业”就被认为

是找不到工作而“打零工”，而随着数字化经

济、新业态的发展，灵活就业的内涵和外延不

断被改写。相比以往的被动选择，现在思维

活跃、擅长创新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

群体成为灵活就业的主力军，无疑是市场竞

争大环境与创新创业新业态综合作用的结

果，值得肯定。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全新的就业模式，形

式多样，覆盖面广，不仅成为促进就业的一个

良好途径，也为企业选人用人提供了便利。

相对宽松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为求职者或企

业提供了更多的尝试空间和选择机会，为人

才创业就业、企业创新提供了良好土壤，既解

了社会民生的燃眉之急，也激发了市场活力

与创造力。

国务院去年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

件、知识分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

创业，促进灵活就业。近年来，从《关于维护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

见》到《“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从高

校到社会，国家对于灵活就业人群的保障制

度及相关措施逐步完善。一系列保障措施的

出台，极大地激发了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的

创业创新激情，让灵活就业者更有盼头、更有

干劲。

然而，随着灵活就业群体的不断扩大，其

劳动权益保障却常常遭遇无合同、无保障、收

入不稳定、以罚代管等劳动关系难题，严重影

响从业者的经济收入、服务质量与职业获得

感，继而影响到行业发展与社会稳定。如何

解决以上门经济为代表的灵活就业新业态中

存在的部分隐患和问题？如何对待这种更加

“灵活”的新型雇佣关系？如何通过立法，有

效发挥灵活就业对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的积

极作用？这些都是各级部门、人员有待深入

思考、有效解答的新课题。

我们乐见灵活就业成为就业创业的支撑

点。各地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决

策部署，全面完善灵活就业的制度建设和政

策支持，采取托底保障措施，严格落实高校毕

业生创业帮扶政策，加强对新兴经济模式的

监督和管理，给这些从业者及消费者“系上安

全带”，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更大更好的舞台，

全面推动灵活就业平稳发展。

高校、社会要通过实施线上线下互通互

融的方式，积极搭建就业、创业供需对接平

台，助力年轻人的就业市场空间不断扩展，让

就业选择机会不断增多。灵活就业者则应合

理设定职业目标，对灵活就业保持清醒的认

识，不断积累职业经验，提升专业技能，在实

践中逐步完善事业规划，以自信积极的姿态、

充分的准备迎接新时代的挑战，进而实现个

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为灵活就业者提供更大更好的舞台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师生“舌尖上的安全”历来备受关注。日前，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等四

部门发文部署2023年春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明确中小学校、幼儿园原则上不

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市，学校周边不得设置售烟、售酒网点。各地将严肃查处学校及周

边、网络平台等面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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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选拔机制，只能保证选拔过程的公平。

追求绝对公平，就是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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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鹏

时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

大代表、四川省雅安雨城区第二中学

校长庹庆明所提的“希望将高考中外

语科目的分值降至 100分”这一建

议，颇受关注。

庹庆明认为，现在高考模式存在

问题主要是外语在高考中所占分值

过高，耗费学生过多精力和时间，增

加学生学习负担。他觉得外语对于

很多人的实用价值有限，而且不利于

城乡教育公平。高考中外语分值越

大对落后地区的学生，特别是农村学

生越不利，导致学生实际用于外语学

习的时间远超出课时分配比例。

教育无小事，更何况涉及高考。

从高考恢复之日起，外语考试就几乎

一直处于争议之中。我在上世纪90

年代上中学时，就已经存在所谓“外

语无用论”的民间言论，跟庹庆明所

说的外语“实用价值有限”有异曲同

工之妙。关于外语与高考之间的话

题，每年都会来那么几次，打的旗号

各种各样，今年打的旗号是农村地区

学生的公平问题，其实都是换汤不换

药，新瓶装旧酒。然而，吐槽归吐槽，

外语在高考中的官方地位似乎并没

有受到太大影响，考试照常进行，该

学还是得学。

说起来，我也是吃够了外语的苦，

平生最为遗憾之事便是外语。加强外

语学习，成了我的一个执念。但凡有

人要弱化外语学习，我都会表示反对。

当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

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学好外

语不仅关乎个人命运，中国要成为世

界性的大国，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我

们就必须学好外语，语言不通怎么走

向世界？虽然这几年出现了一定的

“逆全球化”倾向，但都来自受全球化

影响的少数人群。他们生活范围小、

知识层次不高、对世界的认知还不够

深，类似于美国铁锈带或者南方农业

州的“红脖子”。这恰好说明，全球化

已经深入到非常偏僻遥远的地区，每

一个人都深受影响。对于那些准备不

足的人来说，自然会产生反弹的情绪，

这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外语

能力是衡量国家民族开放度的关键指

标，在这方面，我们跟其他国家相比还

处于比较落后的水平，外语学习当然

还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具体到科目和比重问题，正是因

为外语的重要性，所以才在高考中占

有相对较高的权重。但这样的比例

已经执行了数十年，成为相对固定的

传统，倘若轻易进行调整，对整个高

考格局都会带来严重影响。要说科

目的权重问题，高考历来就是得语文

者得天下，那么要不要削减语文的占

比？显然不能。不仅不能削弱语文，

还需要强化语言的表达能力和逻辑

思考能力。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也必

须强化语文能力。所以标准放在这

里，大家只能根据标准来努力学习，

提高外语水平，去适应考试。如果说

农村地区外语教学水平低，导致学生

花更多时间用于学习外语，那么，应

该提高的是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和

教学水平，而不是强行把大家都拉下

来，让标准去适应人。这是一种“因

果颠倒”的逻辑错误。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特点，然而追求绝对公平，只有这

里抹平一点，那里削去一节，个体的

差异个性都被抹杀，每个人都得长得

一模一样，才能实现绝对公平。这不

正是这么多来大家所说的标准化产

品的弊端吗？如果大家在个性和能

力上都实现了标准化，那么作为人才

选拔机制的高考，就会失去意义。

公平都是相对的。任何一项公

共政策都不可能强求起点和基础的

均等化，更不能保证结果的均等化，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也是违反教育规

律的。公平的选拔机制，只能保证选

拔过程的公平。追求绝对公平，就是

削足适履。

●就业固然是供需双方的“双向奔赴”，但如何抉

择终归是个人的事。体制内的安稳工作和到外面闯

荡，各有优劣，关键还是要看适合自己的是啥，好好问

问自己的初心。

大学生向往“央国政”需理性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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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大学生不要满脑子‘央国政’

（央企、国企、公务员），也要想到我们

现在有广阔市场”“做公务员进去以

后一眼就看到了头，但在科创企业里

看不到头”。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的一番话，引

起持续关注。很多人表示支持，但也

不乏反对者，有人直言专家又在瞎建

议，还有网友激情发言：“你出来创

业，让我进去。”

大学生就业不仅关乎个体的命

运，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一

直备受关注，受疫情等因素影响，近

年来更是成为焦点话题。一方面，不

少行业惨淡经营，提供的工作岗位十

分有限；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规模

屡创新高，预计2023届全国高校毕

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两相叠加，

就业压力可谓不言而喻。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后疫情

时代下，裁员、失业与降薪等风险陡

增，使年轻人的“体制内信仰”愈发强

烈，越来越多年轻人把进入体制内作

为择业目标，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连

创新高便是最有力的佐证。据悉，

2023年近260万人报考，通过资格审

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0∶1，

最热职位竞争比超过20000∶1。

寒窗苦读多年，谋求一份体面的

工作是人之常情，依附于体制寻求一

种安稳而有尊严的生活，没啥好指责

的。但是，如果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

将体制内工作作为首选甚至单选，既

不现实也不正常。体制内工作岗位

数量毕竟有限，财政供养能力不是无

限的，而且当最有活力的年轻人都打

破脑袋往体制内挤，无疑会严重影响

社会的活力和长足发展。对于高烧

不退的公务员热，公众在理解同情之

余，也常常感慨年轻人缺乏闯一闯的

活力和勇气。

角度不同，看法自然就会有差

异。专家的建议和网友的“反怼”，各

有各的道理，不能简单地以“对”或

“错”进行评判。换言之，大学生满脑

子“央国政”所引起的关注和争议，其

意义在于引发相关各方的正视并积

极寻求对策。

“你去做一个有价值的小的科创

企业，将来可能成为独角兽，既对社

会作贡献，也会给自己带来非常美好

的有挑战的人生。”但到底是选择“体

制内的铁饭碗”，还是选择在市场波

浪中去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既要看所

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趋势，也要结合

个体特点综合考量。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能停

留于口头号召，国家要积极创造条件

让年轻人敢于放开手脚。年轻人勇

于创新，不是靠谁的建议或鼓励就能

奏效的，必须要有切合实际的社会

环境。比如，从发达国家的就业情况

分析，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大，大

学生就业形势就越好，因为服务业是

容纳大学生最多的产业。相比之下，

我国服务业比重偏低，客观上没有给

年轻人提供足够施展才能的空间。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脚步加快，如

何推进相关行业的发展，实乃改善大

学生就业环境的当务之急。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业固

然是供需双方的“双向奔赴”，但如

何抉择终归是个人的事。体制内的

安稳工作和到外面闯荡，各有优劣，

关键还是要看适合自己的是啥，好

好问问自己的初心。天性“保守”求

稳的，可以将进入体制内按部就班

过生活作为首选。反之，天生受不

了拘束的，理应到外面的广阔天地

闯荡一番。否则，一旦与自己的个

性兴趣相违背，再好的工作也会苦

不堪言。

□刘天放

关停校园小卖部，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这样的规定深得人心，免去了家长的后顾

之忧。但关闭校园小卖部还要有“后招”，

如此才能真正满足学生需求，确保校内食

品安全。

早在2021年，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四部门印发《营养与健康学校建设

指南》，就明确“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超

市等食品经营场所”。而根据本次四部门

的发文，“校内不得开设小卖部、超市”是

“原则上”不得开设。

校园小卖部仅仅“一关了之”还不够，

必须做好相关后续工作，尤其是如何把握

“原则上”这个度，需要做更多工作，防止

有人借此打起“擦边球”，在实际操作中让

新规形同虚设，沦为一纸空文。一则，必

须严格落实上级文件精神，对于不必要存

在的小卖部、超市等经营场所，该关的必

须关闭，绝不能以“原则上”之名，再开一

个口子。实际上很多校园小卖部被指是

与校内人员有密切关系的人所开设，不仅

售卖“三无产品”，甚至到了想卖什么就卖

什么的程度，对此必须严格监管，加大惩

处力度。校内人员要讲究“避嫌原则”，斩

断利益链。二则，没有了小卖部，对学生

尤其是住宿生来说，确实多有不便。对

此，有关部门和学校应主动有为，想学生

之所想，进一步完善关闭校园小卖部后的

服务，及时弥补小卖部停业后学生的需求

空缺。

既要加强监管，防止“问题小卖部”死

灰复燃，又要做好后续工作，把服务做到

位，满足学生的各类日常生活所需，如此

才能保证政策的顺利推行。

关停校园小卖部需有“后招”

校园小卖部缘何“喊停”？
整治是民心所向

□李 平

“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

半毛钱……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在

中小学校，校园小卖部一度是学生们的快

乐源泉，也的确给学生的在校学习生活带

来不少便利。

但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学生

不再缺少零花钱。随之而来的，便是校园小

卖部问题频出、乱象滋生，有些甚至到了令

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比如那些让学生“忍不

住”、家长“管不了”的“五毛食品”，不断蚕食

着学生的身体健康；比如各地多次曝出的校

园小卖部承租权拍出几百万高价；比如包装

成玩具卖给学生的电子烟等，经由店主的

手，在校园里大肆横行……

校园小卖部作为商家，逐利是其本性，

加上在校园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售卖

给学生的食品、文具等存在诸多隐患也就

不足为奇，长此以往，严重影响着学生的身

心健康，兹事体大。另一方面，容易形成利

益链或者利益寻租，校园小卖部成了校园

里的“隐秘角落”，最终损害的还是学生的

利益和安全。因此，对校园小卖部加大整

治力度，甚而“取缔校园小卖部”也就成了

民心所向。此次，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等

四部门及时回应民生关切，对校园小卖部

乱象“亮剑”，实乃大快人心。

事实上，全国不少地方的学校，已经难

觅校园小卖部的踪迹。在杭州，校园小卖

部已退出历史舞台10多年。上海的多所学

校也早已不设小卖部，即便是一些以住校

生为主的学校，也不再设小卖部，由学校食

堂供应学生每日营养所需，对于学习生活

相关用品，则要求住宿生在每次返校时备

足。由此看来，只要中小学校做好研究部

署，设置对接措施，确保学生正常需求得到

满足，完全可以对校园小卖部说“再见”。

校外小卖部也要监管

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民革中央在提交全国政协十四
届一次会议的一项提案中，关注了校服循环使用问题。该
提案从加强思想宣传、培养绿色观念、建立机制突破瓶颈问
题、制定指南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全国
中小学在校学生数量庞大，每年淘汰的校服既造成了巨大
的浪费，也会产生环境污染。校服循环利用是符合多数人
意愿，深得民心的。期待教育部门、学校和家长的广泛参
与、积极探索，把这桩好事办好。

（王 铎 绘）

让校服“循环”起来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一线声音一线声音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