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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庆盛

浙江省的职称制度将会有重大
改革！为贯彻落实中央两办印发的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我省将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分类推
进职称制度改革，为职称评定引入
社会化评价方式。据悉，此次改革
的关键是解决评价与使用的关系；
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分类评价、自主
放权和评聘结合；改革最紧迫的任
务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制定更加科
学的评价标准。

打破职称天花板，原来未设置
正高的职称系列将全部设置到正高
级；优化职称专业设置，结合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细化设置职称
专业类别；优化评价指标设计，针
对不同职业属性和岗位特点制定更
具针对性、操作性的评价标准；进
一步下放职称评审权，真正实现

“干什么”就“评什么”，让职称评
审更加贴近企业用人需求与行业发
展需要……我省的这次职称制度改
革，力度大，亮点多，针对过往职
称评审中的各种积弊进行“全科手
术”，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让职称

评审更“接地气”，更加公平公正，
为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更为有利
的条件。

要说过往职称评审的最大积弊
是什么，恐怕就是职称评审与实际
工作“两张皮”；要说过往职称评审
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什么，大概就是
外语和论文这两项“硬指标”。外语
和论文说起来很重要，其实只是对
有些职业、岗位很重要，而对有些
职业、岗位则不重要，甚至根本派
不上用场。比如教中文、教体育的
老师，在基层从事农业、林业工作的
人，他们可能一辈子用不上外语，不
懂外语也能把工作做得很好。再比
如基层医务人员，他们平时的工作
是为患者提供临床服务，治疗常见
病、多发病，根本不需要从事创新
性临床和医学研究，不需要撰写科
研论文。还比如中小学老师，他们
的工作价值体现在教书育人上，课
讲得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发
表论文则可有可无。然而，这些人
晋升职称要考外语，都得有足够的
论文，否则就不能晋升职称，这是何
等怪异乃至荒谬的事情。

职称评审与实际工作“两张

皮”，损害了职称评审的公平公
正，尤其对基层一线的各类人才不
公平，这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
是，它形成了一种错误的导向，使
得很多人才被压制、被埋没，工作
热情被浇灭，给各行各业的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严重损害了社会运行
的效率。不难想象，当基层医务人员
评职称也“唯论文论英雄”，那么必
然会有很多医生把主要心思花在撰
写论文、发表论文上，而不是放在提
高临床业务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好
的服务上，患者的利益将因此受到
损害；当发表多少论文成为中小学
老师评职称的砝码，那么必然会有
很多教师粗制滥造乃至抄袭拼凑所
谓的论文，从而没有太多时间和精
力去认真地教书育人，学生的利益
将因此受到损害。所以，职称评审
中的各种积弊，影响的不只是职称
评审本身，不仅关乎各类人才的切
身利益，而且关乎整个社会利益。

那么干脆“一刀切”，把外语
和论文全部踢出职称评审？当然不
行。外语对有些行业、职业的确很
重要，考试可以倒逼从业者提高外
语水平，进而提高职业素养和工作

能力。论文同样如此，对于专门从
事科研的人而言，论文是研究成果
的体现，理应成为他们晋升职称的
砝码。所以，职称评审考什么、看
什么，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具体情
况具体对待，这就是职称评审分类
改革，即针对不同行业、职业、岗位
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有的需要考
外语、看论文，有的则坚决取消，即
使需要考外语、看论文，也可进一步
细分，有的要求高、难度大，有的要
求低、难度小——一言以蔽之，职称
评审分类改革就是着眼于“人尽其
才”，通过“干什么评什么”，彻底破
除职称评审与实际工作“两张皮”。

“干什么评什么”，让职称评审
回归到它的本义，回归到它的初
衷，回归到它应有的公平公正，回
归到发掘人才、激励人才、为经济
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提供人才支持的
正确轨道。

“干什么评什么”回归职称评审本义
盛 翔

近几年，快递代收点和智能
快递柜越来越多。自从网购普
及，不少消费者常遭遇“家中无
人”收快递的尴尬，智能快递柜
提供 24小时自助取件服务，有效
缓解了这一现象。对此，有媒体
提出疑问：以后快递是否都要去
快递柜取呢？快递柜收逾期费又
该谁掏？

发展迅猛的智能快递柜，作
为投递服务末端的创新方式，提
供 24小时自助取件服务，提高了
快递员的送货效率，有效解决了
电商交付痛点，同时也为收货不
便的消费者提供了便利。但与此
同时，消费者对于快递柜的吐槽
也很多。

最令人反感的是，快递小哥
并不征求客户意见，不管收件人
在不在家，直接把整个小区的一
车包裹放进快递柜里。消费者

“人在家中坐，码从天上来”，如
果没看见短信的话，超过 24 小
时，取件码就失效，需要扫码绑
定本人手机，关注微信后才能取
件。倘若人在外地，估计得把手
机先快递回去，才能让家人代取。

强制消费者关注客户端，关
注以后，消费者就只能收到微信
通知。至于快递信息隐没于数量
众多的未读信息里，消费者能不
能及时看见，那是消费者自己的
事情。消费者没有及时看见，不
仅可能造成货物损坏，“绿豆变绿
豆芽”，还有可能需要额外付费，
因为超时使用快递柜是要收费的。

未经消费者同意，私自将快
递放进快递柜，快递小哥为了自

己投递的方便，造成了消费者取
件的麻烦，这样的做法，事实上
让快递柜变成了“甩手柜”。快递
公司的投递义务，变成仅限于投
递到柜，消费者则被无端强加了
自行取件的义务。

即将于5月1日施行的《快递
暂行条例》 明确规定，经营快递
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
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
人指定的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
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显然，将
快递放进快递柜，必须征求消费
者同意，而不是事后发个取件码
了事，更遑论超时使用快递柜收
费了。

快递入柜，如果事先并未征
得消费者同意，取件码是否收到
也无需消费者回复，超时前既没
有再次发送提醒，甚至连超时要
收费，消费者也不一定知道，那
么，这样的流程与规矩，无异于
霸王条款。

快 递 公 司 投 递 入 柜 ， 不 能
“码从天上来”，更不能“钱在暗
中收”。快递柜使用，属于快递公
司履行投递义务的一部分，能提
高投递效率，本身也能节省企业
成本。当然，如果的确是因为客
户自身原因，超时使用快递柜收
费不是不可以，但绝不能随意投
递后强制收取。

快递公司要节省自己的投递
成本，却让消费者承担超时使用
快递柜费用，倘若这种做法被许
可，可能的后果就是，以后我们都
要去快递柜自取快递，并且必须为
使用快递柜付费了。如此，快递柜
不仅成了快递公司的“甩手柜”，俨
然还是它们的一个“钱柜”。

快递柜不是“甩手柜”

江德斌

未来因天气等非承运人原因导
致航班取消、延误、提前、航程改
变、舱位等级变更或不能提供原定
座位时，旅客要求客票改期的，产
生的票价差额由旅客承担或者由旅
客和航空公司平摊。中国民用航空
局负责人表示，最后采用哪种方式
现在没有定论，但上述情况下差价
费用平摊有一定合理性，可能会采
纳该意见 （4月12日澎湃网）。

目前多家国内航空公司对于上
述情况产生的航班改签差价，多由
航空公司自身承担，比如国航、东

航等。如今，按照民航局的思路，
将天气原因等造成的航班改签差
价，转由旅客独自承担，或者由旅
客与航空公司平摊，显然是站在航
空公司的立场上，为其降低相关费
用，但此举会造成旅客出行成本上
升，损害旅客的切身利益。

如果是因旅客自身因素造成的
航班改签，那么由旅客承担改签差
价费用，合情合理。至于因天气、突
发事件、空中交通管制、安检等意外
情况造成的航班改签，虽然不是航
空公司的问题，可这也不是旅客造
成的，为何要旅客来承担改签差价
呢？这么做，无论谁也不甘心接受。

一般来说，旅客乘坐航班出
行，均要提前做好规划。一旦航班
延误、取消、变更等，就会扰乱旅
客行程，并诱发其他衍生问题，给
旅客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
害。类似意外事件发生时，旅客本就
不舒服了，想找航空公司索赔，这时
反而要旅客承担航班改签差价，岂
不是雪上加霜？真要执行起来的话，
恐怕要引起更多的消费纠纷了。

我国航班延误率很高，2016
年 全 国 民 航 平 均 航 班 正 常 率
76.76% ， 平 均 延 误 时 间 为 16 分
钟，给广大旅客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和不便，甚至遭到外媒吐槽，声称

“中国民航准点率排名垫底”。而航
空公司往往以天气恶劣、空中管制
等作为延误理由，亦因含糊不清，
令人难以接受。可以想见，如果

“航班改签差价”由旅客部分或全
部承担，那么在信息不透明、权利
不对称的状况下，不排除一些航空
公司会利用各种借口迫使旅客改
签，从而赚取差价。

显然，这是不可取的。民航局
应打消这个念头，将航班改签差价
问题交由市场博弈，让航空公司与
旅客自行协商，在市场竞争的压力
下，航空公司自然会选择更符合竞
争需要的做法。而且，即便改签会
影响航空公司的盈利，其也可采取
投保商业保险进行风险转嫁，前段
时间流行的“航班延误险”，不就
是市场需求激发出来的吗？

“航班改签差价”不应让旅客承担

常 平

因为孩子的科学课中有养蚕
内容，长沙有些学校将养蚕作为
一项作业布置，但为蚕找“口
粮”很难，城区为数不多的桑树
被摘光叶子，无辜“受伤”（4月
12日《长沙晚报》）。

无辜“受伤”的桑树不但长
沙有，其他地方也多。有此情景，皆
因小学科学教材中有关于养蚕的
内容，学校一声令下，不但要把蚕
带上课堂进行分析，而且还要写观
察日记，养蚕成了学生的“必修
课”——实际上更成了家长的

“必做事”，甚至求助亲朋，动员
好友，“全民养蚕”，寻桑摘叶。

就事论事，养蚕入教材是好
事。养蚕在我国历史上有极高地
位，养蚕也是在传承一种历史文
化。科学课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
趣，需要直接的体验。通过养
蚕，可以让孩子尊重生命，了解
自然，长见识，开阔视野，增加

童年乐趣，很有意义。然而好事
要做好，人人参与并非一定要人
人养蚕，由学校集中养一些蚕宝
宝，解决桑叶来源，显然更有效
率，也为家长减负。更不必说，
成群结队的家长孩子四处寻桑摘
叶，客观上毁伤了城市绿化，也
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

“养蚕难”再次凸显学校教学
中的一些弊端。近年来素质教育
渐热，学校频频给孩子布置拍

“素质教育作业”，从拍照片到拍
摄视频，从编小报到做灯笼，从
做电脑动画到网页设计，五花八
门，件件“高大上”。然而这些

“素质教育作业”，几无例外成了
“家长作业”。有人认为，这是学
校把学生当道具，在装扮自己的
形象。事实上，即使出发点再
好，但因脱离实际不接地气，类
似做法往往沦为折腾。种种超出
学生自身能力，无法完成的“素
质教育作业”无助于素质教育，
而只是徒有形式。

“全民养蚕”误读素质教育

一段“救护车高速公路拒
缴费被拦”的视频日前在网络
热传并引发争议。有网友认
为，救人要紧，救护车当免费
通行；也有人认为，收费站按
规定收费没有错。专家表示，
救护车应当逐步回归公益性，
同时完善相关立法，规范救护
车的使用、收费和管理。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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