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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就业吸引力”背后是“城市吸引力”
郭元鹏

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又到中秋，奉化溪口镇东山村
“花庭·东山上”民宿的女主人徐小
风正为将要入住的客人做准备工
作。这座占地3亩多的民宿是在山
村老房子的基础上改建的，三栋高
低错落的别墅被绿荫环抱，还设置
了泳池、餐厅和鲜花点缀的庭院，别
致又富有创意。

9月22日《宁波日报》

东山村位于雪窦山核心景区，
以前村庄“空心化”，产业单一，经济
举步不前。新一届村两委会班子决
心另谋出路，按照村支书徐佩伦的
说法，“我们要改变老百姓的观念，
发挥东山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优
势，做好文旅发展文章，把美丽资源
转变为美丽经济。”

以“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
济”，使东山村面貌焕然一新。民宿
建起来了，游客多了，村里人气也旺
了，村民就近销售自家种出来的蔬
菜瓜果，也添了一份收入。

创建“美丽乡村”，是在农村地
区建设美丽中国的具体行动。“美丽
乡村”和“美丽经济”互为条件，互相
促进，相辅相成。

以“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

济”，村民的生态意识和文明素质得
以提高，乡风民风的建设得以加强，
生活品质得以提升，唯有如此，村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能不断提高，
乡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获得长足
的发展空间。

以“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
济”，有利于不断吸引人才，使人才
大军积极投身到乡村的建设和改革
中去，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服务于
乡村。以前东山村发展停滞不前，
年轻人大都搬下了山，留在村里的
多是老年人。现在，村里的环境和
经济改善后，像徐小风、江杉珊等年
轻一代留在家乡创业，就是最好的
例证。

以“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
济”，必须充分调动全体村民参与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要充分发挥
农村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作用，才
能有力地推动“美丽乡村”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不断促进生态文化建
设。东山村两委会班子带领村民将
山乡美景转化为“美丽经济”，极大
地鼓舞了村民们共同致富的积极
性。正如村民江杉珊所展望的那
样：“溪口每年游客这么多，我看好
村庄的旅游前景。”

疫情下宁波对毕业生的吸引力
略有提升。浙工大的报告引入了

“就业吸引力”的概念，即就业人数
与生源人数的比值。去年，宁波在
该校的这一数据达到101.33%，虽
较杭州的453.81%相去甚远，却比
2019年进步了4.41个百分点，成功
晋升为“生源净流入”城市。

9月22日《宁波晚报》

宁波的“就业吸引力”不仅留住
了很多浙工大的学生，在浙师大也
达到113%，成为除了杭州、金华外，
唯一表现出就业人数大于生源人数
的省内城市。这两所省内知名高校
数据中的结论，和宁波2020年人才
成绩单不谋而合——人才生态排名
居全国第6，累计新引进大学生16.6
万人，同比逆势增长20.3%。

以上数据表明，虽然作为省会
和“准一线”的杭州，的确是浙江高
校毕业生心目中最“圈粉”的存在，
而宁波非但没有被它大规模“虹
吸”，还在依托本地高校的力量、人
才政策的引导、产业集群的发展，
努力进步成另一个增长点。宁波
何以拥有“就业吸引力”？这是值
得探讨的。

说到底“就业吸引力”的背后是
“城市吸引力”。最近这几年，宁波
采取多种措施，尽可能“吸引人才”，
把人才“当家人”，人才也才能把宁
波“当家园”。一个城市的发展，是
离不开人才的，离开了人才这个源
泉，城市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

最热闹的就是“争夺人才”了，各地
都在上演“人才争夺战”，而且愈演
愈烈。而遗憾的是，“人才争夺战”
变成了“互相挖墙脚”。这家企业挖
那家企业的人才，这个城市挖那个
城市的人才，而这种所谓的人才争
夺战并不是最好的结果。真正的

“留住人才”不应该是无序的“争夺”
而应该是优质的“吸引”。

一个方面是，要把人才“当家
人”。一个城市有更多的包容性，没
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分，才是
具有吸引力的。我们所有的城市都
应该把“外地人”当成“本地人”一样
对待，在就业、就学、房产购买上做
到一视同仁。

一个方面是，要把人才“当宝
贝”。人才是优质的资源，城市的发
展需要人才的参与，而只有把人才

“当宝贝”，人才才能把城市也“当宝
贝”，“你是我手心里的宝”理应成为
人才使用的基本标准，要做到敬畏
人才、尊重人才，时时处处给予他们
礼遇。

此外，需要让人才看到未来。
重视人才不仅在于给车子、给票子、
给房子，更在于让他们看到一个城
市的未来，看到个人美好的未来。
最后，在人才使用上，还要打破条条
框框，这样才能让他们激发更多发
展的潜能。

总之，“就业吸引力”背后是“城
市吸引力”。所有城市都要做“能留
住人才的城市”。这就是要对人才
有更多的“温柔以待”。

熬最深的夜，喝最“补”的水！
无法拒绝熬夜的年轻人，心里还念
念不忘养生……继“啤酒枸杞”“喝
可乐放党参”等“硬核”养生方法之
后，现在一种由中药泡制的“熬夜
水”在奶茶界异军突起，它号称能让
年轻人在熬夜之后迅速恢复元气。
干了这杯“熬夜水”，真能让你元气
满满？

9月22日《南国早报》

其实哪有什么“神水”，“熬夜
水”不过是看起来很养生罢了。在
包装上，透明复古的玻璃瓶上的标
签醒目地写着“人间熬夜水”五个大
字，透过瓶身能看到一整根人参，这
也是“熬夜水”唬人的原因。再者，
一些网红博主是“熬夜水”异军突起
的主要推手，各种文案把它吹嘘成
熬夜之后消除疲惫、防治脱发的灵
丹妙药。其营销概念可以说直击当
代年轻人“肆无忌惮地熬夜，焦虑不
安地补救”心态。

不是说“熬夜水”没有功效，只
是没有说的那么神。人参、蜂王浆、
胎菊、大枣，这些在药理上是有益
的。比如人参可以补气，菊花可以
清肝明目，应对熬夜伤气伤肝、眼睛
干涩等问题。然而，中医上讲，没有
任何一种食材甚至药材，能让人吃
了就马上从熬夜的伤害中恢复过
来。而且，治疗或调理身体，需要根
据各人的体质、症状对症用药，不可

“千人一方”。怕什么治什么，不过

是自我欺瞒。
基于此，“熬夜水”的异军突起

不过是当下人们“朋克养生”的又一
产物。当代职场人，每天要面对来
自生活、职场和社交的越来越多的
压力，但却也抑制不住爱折腾的
心。很多年轻人迫切地想要在快乐
与健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于是
开始“用最贵的眼霜，熬最长的夜”、
啤酒里加几颗枸杞、可乐里加点党
参……90 后的“朋克养生大法”自
此应运而生了。

在“朋克养生”的盛行之下，除了
“熬夜水”，“消瘦水”“去油水”等新型
“健康养生”茶饮也有很高的人气。
从配方上来看，这些产品多数不过是
传统凉茶的改良版或者重新包装
版。例如，“去油水”的主要材料是荷
叶、桑叶、大麦和蜂蜜，“消瘦水”的主
要配料是无花果、竹蔗、玉米须和雪
梨，左右不过是一些带有功能性的饮
料，真要把希望寄托于这些所谓的

“神水”，那未免真是太天真了。
无论形式怎么变，“朋克养生”

的核心依然是一边“作死”，一边自
救。正如专家所说，应对熬夜的危
害，最有效的办法是尽量不熬夜。
在不得不熬夜的情况下，可以通过
休息+运动的方式尽量避免免疫力
下降，同时注意饮食规律，营养搭配
均衡。花 20 多元钱去买瓶“熬夜
水”，只是追热度、尝新鲜也就罢了，
若盲目“朋克”，只会既掏空了身体，
又掏空了腰包。

既要“美丽乡村”
又要“美丽经济”
郑建钢

“熬夜水”异军突起
“朋克养生”别盲从

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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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
蟹的季节。目前虽然大闸蟹还没有
大量上市，但是“螃蟹券”早就登
陆。日前，中消协发布“双节”消费
提示称，在购买大闸蟹方面，消费者
尤其要注意防范“螃蟹券”套路。据
媒体报道，商家印刷面值 500 元的

蟹券，以400元价格卖给营销人员，
营销人员以 500 元价格对外出售，
但以250元的价格往回收，再以300
元的价格卖给蟹券商家。一只螃蟹
没有，一张蟹券，蟹券商家稳赚100
元，营销人员也能赚50元。

9月22日《每日经济新闻》

一只螃蟹也没卖，每张蟹券净赚1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