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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三江热议

热点追评

当报刊亭已经成为美好记忆
的当下，宁波余姚市还保留着一
座报刊亭，是唯一，也是最后。该
报刊亭坐落在阳明古镇府前路历
史文化街区，老板叫甘赐杰，是土
生土长的余姚人。书店的门匾上
挂着由著名作家冯骥才书写的

“普文明书局”五个大字。里面放
着《知音》《读者》《宁波晚报》等数
十种报刊。

1月10日《宁波晚报》

恍如隔世，在这数字阅读普
遍替代纸质阅读的时代，还有多
少人会流连光顾报刊亭？即便
在报刊亭兴盛的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亭主的收入也极其有限，
不得不靠经营其他副业，如卖饮
料、手机卡、儿童玩具等来贴补，
现如今报刊亭的收入更是惨淡
不堪。可贵的是甘赐杰甘于寂
寞，还在守着他的报刊亭，不由
让人心生敬意。

当外来游客和市民路过这个
书报亭，纷纷驻足拍照留念时，是
否想过它的前世今生和未来命
运。估摸着，他们大多是将其当
作一件“古董”，出于好奇，要用手
机相机为它定格，将它化作一帧

照片，留住过往的城市记忆以及
个体经验，以满足自己的思古幽
情。

当年，报刊亭的存留问题曾
引起过广泛讨论，呼吁保留的有
之，默认其消亡者有之，但不管怎
样，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报
刊亭终究还是消失在时代的尘烟
之中，随之而来的是阅读习惯的
改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
的事实。

余姚“最后”的报刊亭的顽强
存在，促使大家正视一个现象：报
刊亭仍有市场，仍然拥有一批购
买者，尤其是中老年人，他们依然
保留着纸质阅读的习惯。那么，
问题来了，一座城市是否有必要
保留部分报刊亭，以满足这部分
读者的需要。我认为，不仅必要，
而且必须。

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不是一朝
一夕养成的，要改变也不易，尤其
是中老年人，他们习惯于在茶余
饭后手捧一张报纸细细阅读，也
更相信报纸上的信息，不习惯读
手机上的小号字，对手机上接收
到的海量信息半信半疑，对此，我
们要理解和尊重。其实，尊重这
部分人的阅读习惯就是尊重他们

的人生权益，从维护他们的权益
出发，也有必要保留部分报刊亭。

行文至此，自然会引发这一
问题：余姚这家报刊亭还能坚持
多久？从报道披露的经营模式
看，还是比较传统的。如果其再
固守旧的经营模式，怕是坚持不
了多久。如要甩掉“最后”的帽
子，坚持办下去，它必须创新经
营模式。譬如在保留自己特色
的同时，通过升级改造实现与数
字时代“兼容”，给报刊亭寻求更
持久的生命力。2018 年，广州、
上海等一些城市在报刊亭转型
上多有尝试。如上海尝试将报
刊亭改造成快闪书店，在出售报
刊、图书等出版物的基础上把不
同艺术风格的主题融合到快闪
书店中。广州则尝试将报刊亭
升级为智能报刊亭，增设朗读空
间等，都可以借鉴。

前提是，当地政府要将其当
作不可多得的城市地标和文化
符号予以重视和支持，尤其是邮
政部门要协调工商等部门在其
转型升级中提供方便和扶持，帮
助它能开下去，以点带面，乐见
有第二家、第三家报刊亭陆续在
城区开出。

近年来，“本科学历+技能证
书”成为不少大学毕业生求职时
的配置，本科毕业生“回炉”职业
院校学习技能的现象引发社会关
注。记者在多地了解到，本科生

“回炉”读职校折射社会对高质量
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为了
回应社会需求，一些地方调整优
化普职院校协同培养模式，采取
多种举措满足本科毕业生职前、
职中、职后培训需求，促进青年群
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1月9日新华网

当前在社会上，认为学历越
高、专业越热门和前卫，就业前景
就越好的观念十分普遍，很多家
长希望孩子学最富有科学性和时
代性的专业，并且只要能力允许，
还希望孩子读完本科读硕士、甚
至读完硕士读博士。追求更高的
文凭与学历本无可厚非，但一边
倒地这样做，不仅观念容易变得
僵化，而且反而可能让孩子陷入
就业难等困境。

近年来有太多的例子证明这

类就业观念存在过犹不及的风
险，无论是四处流浪的高学历人
才，还是一些高校惨淡的就业率，
无不提醒家长和学生，选择专业
和对待教育的态度，以及就业观
念等，有时的确有必要加以改进。

令人欣喜的是，当前本科生
“回炉”读职校增多现象，可以看作
社会主动纠编的一种方式。读职
校未必不好，尤其是很多职校有更
高的就业率、以及与高业率相对应
的更高幸福感，均说明学生们的这
种选择是明智的。尤其是，本科生

“回炉”读职校，让这些学生既拥有
本科期间所学的是理论知识，又拥
有“回炉”职校所学的是实际操作
能力，这样的完美搭配，让学生具
备更强的职场竞争力，也让用工单
位能够招聘到紧缺的人才。

这几天有两个职场新闻，从
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本科生“回炉”
读职校的正确性。其一是，武汉
的磨刀匠“孙不二”把磨刀这门手
艺发挥到了极致，一年磨刀 2 万
把，靠精湛手艺，轻轻松松月入过
万元，并且从来不用担心失业。

其二是，月入2.5万元，但瓦工等
传统技术工种仍然缺人，此现象
在网上引起广泛讨论。这说明，
只要用心寻找，总可找到意料之
外的好工作，即使看似很不起眼
的工作，只要秉持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来对待，久而久之，在平凡
岗位上也成就一番大事业。

期待本科生“回炉”读职校增
多能够带来教育观念和就业理念
的转变。这需要更多学生能够按
照自己的喜爱和意愿选择学校和
专业，当自己的内心想走实用性
人才成长之路时，就该勇敢地跨
出“第一步”，活出真实的自己，不
受世俗的观点所左右。

此外，社会也要为本科生“回
炉”读职校等现象创造更好的环
境，除了正面引导这类做法外，在
专业设计、学生校际流动与转换
等方面，为学生疏通渠道、提供便
捷。在就业方面，用人单位也应
该对这类人才给予更多关注，共
同将这一教育和职场发展趋势保
持下去，让更多兼备较强理论和
实际操作能力的人才脱颖而出。

“报备通知”引热议被撤销

返乡人员
是资源不是负担
丁慎毅

据媒体报道，1月9日，一则陕西
洋县纸坊街道巩家槽社区发布的

“返乡过年人员要报备”的通知在网
上流传，引发网友关注。当日，洋县
纸坊街道办工作人员回应，过年期
间，返回洋县的务工者比较多，为了
安全要求社区做好社会安全稳定工
作，“各个社区方式方法不同”“此事
属于社区自治”。稍后，洋县纸坊街
道办事处发布情况说明称，社区工
作人员理解偏差、工作方式简单，社
区负责人把关不严，已对社区负责
人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教
育，已责令社区撤销通知。

在巩家槽社区发布的《通知》中，
要求务工人员对返回洋县的时间和
个人信息进行报备，如若不报备，发
生的一切责任及后果由当事人承担，
情节严重的上报县司法机关严肃处
理，同时追究相关干部责任。

这样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个
人姓名、手机号、往返地区等信息，
都属于个人隐私，不能想采集就采
集，必须有法律依据。

“乙类乙管”之前的返乡人员信
息报备，是有政策依据的。“乙类乙
管”之后，报备的政策已经失效。在
缺乏法律支撑的情况下，若做出借报
备为名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要求，理
论上属于无效行政行为，更不要说社
区根本就没有行政权力。尽管洋县
纸坊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称“此事属于
社区自治”，但自治也必须是依法自
治。难怪此事被网友吐槽为“胡作乱
为症”“用最小的权利最大程度为难
老百姓”。

返乡过年的务工人员，是资源，
不是负担。他们希望的是“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的温情，而不是家乡
把他们看做安全隐患；他们希望的
是看看家乡的变化，也能给家乡提
点建议，甚至返乡就业创业，而不是
家乡把自己当做麻烦制造者。如果
社区能给他们开一个欢迎会，请他
们介绍一下外地社区治理的好经
验，或者向他们介绍社区还要嵌入
哪些社会服务，欢迎大家回乡就业
创业，一定会受到返乡务工人员的
欢迎。

在对待返乡务工人员上，社区
目光短浅，政府则不能。社区发布
的通知有问题，街道办工作人员的
回应同样有问题，最后完全让社区
背锅，说明街道办还是没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

当人家哈尔滨在掏家底、掏心
窝子宠游客的时候，应该比游客更
亲的返乡务工人员却被巩家槽社区
赋予了“报备”的待遇，两厢对比，当
地街道需要好好反思。

致敬余姚“最后”的书报亭
王学进

本科生“回炉”读职校
利于转变就业观念

罗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