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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坚强”：一个值得铭记的精神符号
■ 陈广江

6月17日，建川博物馆官方微博发

布消息称，“猪坚强”于 6 月 16 日晚 10

时 50 分因年老衰竭去世。14 岁高龄、

在博物馆生活13年的“猪坚强”走完了

传奇的一生。据了解，猪的 14 岁几乎

相当于人类的百岁，“猪坚强”堪称长

寿。（6月17日封面新闻）

事实上，作为汶川地震“生命的奇

迹”、国人抗震记忆的一部分，“猪坚强”

在被供养的13年里一直活在人们的视

野里。“猪坚强”在废墟下挺过36天，是

奇迹；人类为一头猪“养老送终”并且在

其死后还要冷冻遗体、制作标本，也是

绝无仅有的奇迹。

13 年来，也不乏质疑。有人就说，

说一千道一万，它就是一头普通的家

猪，只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被人送了一

个“猪坚强”的绰号，因此不必过度神

化它、炒作它；也有人说，与其关注猪，

不如关注人……

以“抬杠式”思维看待“猪坚强”，难

免会心生质疑。但事实上，世人长期关

注“猪坚强”，不仅在于它在灾难中展

现出了与生俱来、令人震撼的强大生命

力，更在于人们在它身上看到一种力

量、一种精神，而且这种力量和精神已

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化、象征化的存在。

一头大难不死的猪、一段惨烈无比

的灾难记忆、一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

量，这就是“猪坚强”的存在意义。

说白了，国人不仅仅在关注、善待

“猪坚强”，更是在关注、善待人类自己。

人的生命既脆弱又坚强，正因为脆弱，才

更要选择坚强，让精神世界变得更强大，

在任何挫折、灾难面前永不屈服。

“猪坚强”走了，不管制不制作标

本，这个励志故事以及背后精神都留了

下来。若干年后，很多人还会记得那头

叫“猪坚强”的猪，记得那段刻骨铭心

的历史。

非常道

好好爱自己，从让自己快乐开始

转变观念，有时让你烦恼的不是事情本

身，而是看待它的角度；培养爱好，找到目

标，让日子有滋有味；减少抱怨，尝试跟自己

积极对话；解决问题，当一件事让你觉得苦

恼，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解决它……人生漫

长也短暂，与其唉声叹气，不如开开心心度

过每一个今天。

@人民日报

微声音

一个人正在走上坡路的6个迹象

①规律作息：作息好了，生活便不会太

差。②多运动：哪怕每天10分钟，也会遇见

不一样的自己。③不拖延：拒绝拖延才能够

离成功更近。④常思考：常思考，常进步。

⑤常读书：充实生活，更拓宽眼界。⑥好心

态：好心态成就好人生。

@人民日报

“高中禁招复读生”迈出规范教育第一步
■ 汪昌莲

时事乱炖

6月16日，重庆市教委发布消息称《关于

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的通知》已于

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全市普通高中学校不

得举办复读班，不得招收复读插班生，另外，

禁止诱导已被高校录取的高分考生复习，禁

止进行复读宣传。（6月17日《新京报》）

事实上，早在2002年，教育部就明确规

定：“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

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

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此后教育部多次

重申此规定，但是，个别普通高中仍有举办

复读班、招收复读生的情况。基于此，重庆

教育部门再出“重拳”：全市普通高中学校

不得举办复读班，不得招收复读插班生；禁

止诱导已被高校录取的高分考生复习，禁

止进行复读宣传。

众所周知，高三复读生，催生了“高考

专业户”。事实上，“高考专业户”在全国各

地普遍存在，他们以高考为职业，考取重点

大学后，将受到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及学校

的金钱奖励，以此获利。此前据媒体报道，

广西钦州一名 30 多岁的“高考专业户”，大

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开始辗转多所学校复

读，并连续 8 年参加高考，次次考上重点大

学，却“有学不上”。

然而，当复读和高考成为一种创收“职

业”时，显然是一种病态。一方面，公立高

中招收复读生、甚至开办复读班，抢占了紧

张的中考学位和有限的高中教育资源，导

致许多初中生因成绩一般或中考失利，无

缘上高中及参加高考，过早地进入社会。

另一方面，一旦复读生成为“高考专业户”，

重复参加高考，不仅挥霍了宝贵的教育资

源，加重了家庭的教育负担，而且因有学不

上，浪费了重点大学招生名额，也间接导致

另一名考生失去了就读重点大学的机会，

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换言之，复读生和“高考专业户”，干扰

了教育秩序，损害了高考制度，应引起各地

警醒和反思，有必要采取应对措施，堵住高

考中存在的制度性漏洞。首先，禁止公办

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仅是规范教育的第

一步，关键是，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应

拒绝招录高中复读生，从源头上遏制复

读生和“高考专业户”的利益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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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末位淘汰员工被判违法”的警示
■ 胡建兵

刘 先 生 于 2018

年同武汉一设计公司

订了为期两年的劳动

合同，月薪 6900 元。

当年底，刘先生综合

评分名列倒数第一。

公司以“末位淘汰”制

度写入《员工手册》为由，发公告与刘先生解

除劳动关系。法院认为，虽然企业将末位淘

汰制度写进了《员工手册》，但因辞退末位员

工两审均被判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违法。应

向刘先生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7600元。（6月17日《工人日报》）

“末位淘汰制”作为绩效考核的一种手

段，近年来在一些公司推行开来。通过末位

淘汰，留下更优秀的人才，把一些工作表现

较差的淘汰出局。这种做法确实在一定程

度上能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但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这种“末位淘汰

制”早已不合时宜，有违国家的法律。就像本

案中，该设计公司实行“末位淘汰制”淘汰员

工，显然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二项规定的“不能

胜任”，是指劳动者不具备完成岗位任务的基

本工作能力，“末位”与“不能胜任”不能直接

画等号。末位淘汰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

定的用人单位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

和情形。因此，这家设计公司以“末位淘汰”

为由，辞退员工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

一些企业频繁而无休止地使用“末位淘

汰”，会使员工之间产生相互不信任，搞得人

人自危，一些有能力但没有人缘的人常被排

挤出局，部分没能力的人则一天到晚忙于搞

人际关系，根本没心思用在工作上。再说，

各单位“末位淘汰”“竞争上岗”的标准及参

数是否科学，将直接影响到结果的科学、公

正与否。

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数量持续增加并

保持高位运行，很多案件都跟所谓的“末位

淘汰”有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

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

部分）纪要》明确，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通过“末位淘汰”或“竞争上岗”等形式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可以用人单位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或者支付赔偿金。当然，没有了

“末位淘汰”，应该有别的办法进行考核。但

如何考、如何核，应该广泛征求员工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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