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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高为师，德高为师
而不是“身高为师”

非常道

不成功，可能是你不够耐心

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说，很多事情我

们做不成功，不是我们不够聪明，而是你不够耐

心，缺乏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态度。不做则已，

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 @第一财经日报

来自贵州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的女生小李（化

名）是陕西师范大

学外国语学院 2014

级 英 语 专 业 的 学

生，也是免费师范

生。在工作已经确

定的情况下，却因为身高没有达到标

准，不能拿到教师资格证，甚至面临

违约风险。依据陕西省相关教师资格

标准，“男性身高在 155 厘米以下，女

性身高在 150 厘米以下，均为教师资

格体检不合格”。(7月3日 西部网)

在求职实践当中，不少岗位对于

应聘者的身高有限制，主要是因为岗

位的客观需求，但是即便是特种职业

身高限制也呈现逐渐取消的趋势，因

为更多的用人单位需要应聘者的内在

实力。如果非要给教师职业限制身高

寻找一个理由，那最多就是“提升教

师职业群体的形象”，除了“职业形

象”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外，真的

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正当理由。

虽然最后这位身高没有达标的毕

业生被特事特办，最终顺利获得了教

师资格证，但是2018年陕师大的招生

章程中则明确了报考师范专业的考生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同时参考陕西省

教育厅发布的《陕西省申请教师资格

人员体检标准及办法（试行）》的相关

规定，也就是说，根据这条规定，陕师

大对今年入学的免费师范生设置身高

限制。报道中也提到，陕西省教育厅

教师资格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计划明

年取消教师资格证身高限制政策，其

实对于这种既不公平，也无必要的制

度条款，越早取消越好，而且这部实

施多年的标准也没有真正起到限制作

用，身高不达标的免费师范生被录取

就是很好的证据。

尽快取消某些职业资格的身高限

制符合“简政放权”的改革趋势，对于

教师职业资格的考察标准要更加重视

道德品质，尤其是在录取环节要将应

聘者的道德考察放在首要位置，而不

是以貌取人，外表上的整齐划一、盛

世美颜并不足取。其他岗位的招录条

件也应该从客观实际出发，及时取消

身高等外表性限制，谋事做人都要实

实在在、勤勤恳恳，“不拘一格降人

才”才是选人用人的大智慧。

□刘 勋

“慢就业”不可怕，怕的是“懒就业”
□ 盛 会

热点冷评

时事乱炖

微声音

规范民间办酒
当少些管控迷恋

□房清江

7 月就业高峰期来临。今年高校

毕业生人数达到 820 万，再创历史新

高。一方面，新动能新产业的快速增

长以及创新创业活力的不断提升，正

在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创业；另一方

面，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形势依旧严

峻，“慢就业”等新问题值得关注，就

业质量仍待提高。（7月2日《经济参

考报》）

如 果 我 们 对“ 慢 就 业 ”加 以 细

分，就会发现“慢就业”也可分为两

类：第一类是积极的“慢就业”，有自

己的未来规划和就业计划，只不过

是选择一个时段放慢就业脚步，暂

时的“慢”，是为了今后的“快”，磨刀

不误砍柴工；第二类则是消极的“慢

就业”，或屈从于就业压力，或“高不

成、低不就”，或有啃老的资本而放

弃寻找……后者的“慢就业”潜伏着

危机，不利于求职者进行有效的就

业，或者干脆讲，这种“慢就业”其实

是“懒就业”。

因此，我们对于部分大学生的“慢

就业”，不必大惊小怪，而要理性客观

看待。对于积极的“慢就业”，他们虽

然暂时没有进入稳定的工作序列，而

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理性寻找发展方

向，不愿意在没有找到方向前被具体

工作束缚。同时，对于消极的“慢就

业”，我们则要保持高度警惕。“慢就

业”不可怕，怕的是“懒就业”。对“懒

就业”者而言，很可能会毁了他们的

一生；而对社会来说，不仅是人才的

浪费，更会成为社会的包袱。

如何防止“ 慢就业”变成“懒就

业”？首先，高校方面要加强毕业前

的择业指导，让其明白自己适合从

事什么职业，知道如何找到属于自

己的工作；其次，学校不能认为学生

毕业了就可不闻不问，而是要多“回

头看”，看看自己学校的学生还有多

少没有就业，并采取措施督促学生

积极就业；第三，要加强对学生择业

观教育，帮助他们树立劳动光荣的

意识，防止他们在追求“高大上”职

业这条道上走到黑；第四，应动员社

会力量，特别是发动街道和社区帮

助学生就业，同时聘请相关专业志

愿者为其提供就业、心理疏导等帮

助，引导他们增强信心、热爱生活、

追求幸福，让他们回到正常的生活

状态和轨道。

近日，贵州省天柱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发布该县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的指

导意见，意见明确民间办酒席，除婚嫁酒、丧事

酒以外的酒席视为违规酒席。更为严苛的是，

“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再婚除初婚方可操办酒席

外，另一方不得操办。”（7月3日《南方都市报》）

民间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确是一种陋

习，造成不必要的奢侈浪费，加剧了群众负担，

向这些不正之风开刀，从初衷来讲不乏善意。

不过，初衷良善并不代表所有的治理方式都是

合法合理的。

首先，虽然民间办酒有陋习的成分，却并

不违法，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或作出规定明确

规定，是纯粹的民间自发行为，遵循约定俗成

的原则。村民的操办酒席不是行政管理的范

围，而村委会与社区也不是实施行政行为的

主体，发文事实性“授权”，也是权力越位，是

对管控的迷恋与依赖，不仅会伤及群众权益，

也会导致可操作性虎头蛇尾，最终不了了

之。更关键的是，一些处罚办法也不符合上

位法的精神，如村民违规取消惠民政策，这与

相关的政策是相抵触的。此前，关于强制规

范办酒，多地都曾出现遭遇居民强烈抵制，激

化干群矛盾的现象，导致治理办酒的善意受

损，都是深刻的教训。

规范民间办酒应少些管控迷恋。民间办

酒积习已久，植根在熟人社会的土壤之中，有

强大的惯性，尽管对其中的陋习歪风群众反映

强烈，也须理性地看到改变起来还需要一定的

周期，无法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过于依赖外在

的管控而非群众自发的内生动力，试图毕其功

于一役，往往适得其反，即便短期有成效，仍免

不了出现松懈后的报复性反弹。

规范民间办酒，应当坚持“分类治理”的原

则，实行刚性约束与倡导自治相结合，对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纳入党纪政纪范畴治理，通过

整治党风政风带动民风规范，引领移风易俗；

对于普通民众办酒则应因势利导，善于将政府

善意的引导、群众的愿望，转化成为村民居民

的行动共识，推动村民居民自治是唯一的途

径，通过激活村民居民自治的意愿，提高自治

参与的能力、健全自治管理的方式，注入移风

易俗的内生动力，推动自我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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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话，熊孩子也能变成好孩子

①不必担心，你一定会完成得很好；②你

最近有进步，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③别怕，

照自己的想法做；④结果不是最重要的，重要

的是你获得了经验；⑤我相信你，你会处理好

这件事；⑥只要去做，事情不会很难的；⑦不要

紧，你在……方面做得不错。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