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能拿违法的“末位机制”当“杀手锏”

热点冷评 高校主动公布“刺眼”未就业率应该点赞
■ 夏熊飞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公布的毕业生就

业率引发热议。其数据显示，该校 2021 届

本科生毕业去向落实率为 73.78%，未就业

率为26.22%。这一数据与人们印象中高达

95%的就业率有一定差距，却得到不少网友

的点赞。（1月13日 红星新闻）

毕业生就业率是评价一所大学的重要

指标，也是学生、家长在报考时重点考量的

因素。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向来是只公

布就业率的，且这一数字往往高达95%，像

华中师范大学这样“自曝家丑”，将相对“刺

眼”的 26.22%未就业率主动公之于众的确

属少数。

与完美就业率如影随形的往往是“被

就业”“代签三方”“扣押毕业证逼迫学生

签三方协议”等等就业率数据造假行为。

数据是好看了，但很多并未真正解决就业

问题的毕业生因为被统计成已就业，本应

获得的就业指导等服务大打折扣，给学生

就业造成了困扰，也给人社部门决策带来

了误导。

相较于失真的完美就业率，不完美的

未就业率或许的确有些驳学校面子，但单

纯追求面子损害的却必然是广大毕业生的

权益，而丢掉面子观，主动承认就业方面存

在的差距和问题，却是实实在在为高校赢

得里子、帮助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明

智之举。

一方面，有这“刺眼”的未就业率摆在

这里，华中师范大学显然不可能高枕无忧，

无论是出于主管部门的考核压力抑或高校

声誉考量，都必须要千方百计去提升毕业

生的就业率，这比那些统计数据一达标就

对毕业生不管不顾的高校强得多。另一方

面，公布未就业率也有利于借助多方力量

帮助学生实现就业，人社部门可以及时掌

握高校在就业方面的难题进而出台相关援

助举措，校友也能尽己所能帮助学弟学妹

们顺利入职。

注水的毕业生就业率好看但注定不得

人心，不完美的未就业率“刺眼”可贵在真

实。但愿能有更多高校效仿华中师范大学

主动公布未就业率的做法，挤干毕业生就业

率数据中的水分，少些“被就业”，多些真帮

扶，让广大毕业生都能顺利找到心仪工作。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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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大幕已经拉开，

火车连接起家与心的距

离。随着我国高速铁路

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春运

还是日常出行，火车越来

越多地融入老百姓的生

活。不久前，国家铁路局

发布征求意见，拟对实施二十多年的儿童

优惠票标准进行修改，引发社会的广泛关

注。（1月13日央视网）

国家铁路局征求意见稿指出，“实行车

票实名制的，年满 6 周岁且未满 14 周岁的

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 14 周岁的

儿童，应购买全价票。未实行车票实名制

的，身高达到 1.2 米且不足 1.5 米的儿童可

以购买儿童优惠票；身高达到 1.5 米的儿

童，应当购买全价票。”虽然后者仍以身高

“论票价”，但对于身高超过优惠票标准的

儿童，因为可以用身份证证明年龄，也应该

不会再“吃亏”。

一直以来实行的以身高为标准，有其

“历史原因”。“在解放初期，户籍登记制

度以及身份信息情况不好确定，所以比

较方便的方式就是看身高，并按这个来

区分和收费。”当然，无论以前还是现在，

以身高为标准，是因为简单易行，比如，

以身高为标准，可以直接判断儿童是否

在优惠范围之内，而如若每个孩子都要

提供证件以查验年龄的话，则会导致效

率过低。

但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儿童身高

也有了明显的增高趋势。“量身高”的不合理

越来越突出。尽管现在不少地方调高了身

高标准线，但于超过“平均身高”的儿童，不

公平的问题依然存在。毕竟，同一年龄，孩

子的身高可能相当悬殊。此外，“看年龄”于

现在推行的条件也已成熟，因为现在孩子一

出生就可以办理身份证，而身份证又易于携

带，因此，“看年龄”是完全可行的。

显然，为适应社会发展实际，更好地体

现对儿童健康成长的关怀，保障儿童的社

会福利，制订新的儿童免票标准，从“量身

高”转为“看年龄”，既是务实之举，也势在

必行。而乘车如此，其他方面比如旅游门

票的优惠，也都应该普遍推开。

打破“身高论票价”应该普遍推广
■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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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时事乱炖

管理好自己
是一个人最大的本事

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在盘点过

去一年的经历与收获，并为接下来的

日子做着规划与准备。其实与制定

具体计划相比，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管

理好自己。毕竟，我们自己才是计划

的实施者。提升能力、管理身体、找

寻快乐、保持善良，愿你做自己的太

阳，奔赴自己的热爱。 @人民日报

除了头孢
吃这些药也不能喝酒

春节将至，国家卫健委提醒，吃

药和喝酒一点都不配！尤其是正服

用下面这些药，千万别喝酒：①头孢

类药物；②对乙酰氨基酚片；③降压

药；④阿司匹林；⑤镇静催眠药；⑥

抗癫痫药；⑦降糖药……大量饮酒

会影响许多药物的生物转化，请一

定注意！ @人民日报

销售人员未做到“每日 8 次整点签

到”，被公司认定为履职不力而屡被降薪;

连锁超市开展评比却未预先告知，一家偏

僻门店的店长因销量最低被降职;快递网

点负责人排名靠后被降为仓管员，质疑公

司考核标准模糊……流行一时的末位淘汰

被判违法后，一些企业转而以“末位”对员

工随意降职降薪。“末位”能否作为降职降

薪的正当理由?排名靠后是否必然等于“无

法胜任工作”?企业应该如何行使经营自主

权?(1月13日《工人日报》)

从末位淘汰，到现在的末位降职降薪，

企业喜欢推行“末位机制”，本意也是为了通

过“末位机制”淘汰表现平庸的员工，倒逼员

工努力工作，但企业推行“末位机制”罔顾与

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益，不管是末位淘汰，

还是末位降职降薪，都是违法行为。

企业将“排名末位”等同于“不能胜任

工作”，这成了企业推行末位淘汰制度和

末位降职降薪制度的借口。但“末位”也

不意味着不能胜任工作，而且一些企业推

行“末位排名”，也并不科学合理，企业存

在随意确定标准的问题，比如“偏僻门店

的店长因销量最低被降职”……

不管是末位淘汰，还是末位降职降

薪，都涉嫌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末位

机制”不是“激励棒”而是“杀威棒”。企业

不能拿违法的“末位机制”当“杀手锏”。

对此，劳动者要能增强维权意识，对于企

业的侵权行为，要能拿起法律武器抗争。

劳动监察等相关部门，要积极帮助劳动者

维权，也要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督促

企业依法用工。企业要调动员工积极性，

也要避免不得其法，更不能采取非法手

段，如可以通过绩效工资的合理分配来激

励员工，通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

企业凝聚力、向心力，来引导员工爱岗敬

业等等。

所以，要保护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要让“末位机制”等“不平等制度”消失，还

是需要强化依法治企工作，要加大对企业

的监管，督促企业依法用工，还要提高劳

动者与企业的博弈能力，畅通劳动者的维

权渠道，降低他们的维权成本。

吹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