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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招生海报
可以出彩但不可以出格

2020年7月23日，西安体育学院官
方微博发布招生海报，风格类似色情网
站风格，并用亚洲最大、性感、真人、心
动、即时交友等词汇，引发网友吐槽，称
其太低俗。拨打海报上的电话，对方表示
对此不知情，只能解答志愿填报问题。（7
月25日澎湃新闻）

随着高考成绩逐渐公布，全国各
大高校进入招生季，传统的“欢迎报
考××大学”的招生广告已经吊不起
考生和家长的胃口，不少学校开始尝
试将 00 后考生喜闻乐见的表情包、小
广告、游戏等嵌入招生海报，以此吸引
考生眼球，来扩大宣传效果，西安体育
学院官博上的这一则招生海报，用“亚
洲最大的男友力培训基地”“性感”“真
人”“心动”“即时交友”等网络词汇，风
格类似色情网站。

校方致歉，称该校招生海报的本意
是“调节心情”，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
到这样的招生海报最终只会给学校招生
帮倒忙。

一般来说，高校的招生宣传海报
意在吸引考生入学，要想吸引考生，就
要在海报上展示学校的价值与风采，
凸显学校的师资队伍、历史人文、日常
生活环境等，招生海报要传递正能量，
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不应以迎合大
众口味降低大学文化的品位和格局，
更不能以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毁人三
观。

招生海报可以出彩，但不可以出格。
西安体育学院的这则招生海报引发网友
吐槽，这不能怪网友太敏感太挑剔，怪只
怪海报制作者思想太离谱，高校要借助
网络文化的热度和自身专业，让招生海
报既能彰显大学文化又能被大众关注，
助力学校招生，切忌在恶搞的狂欢中迷
失方向。

维扬书生

7月 25日，上海一场招聘会上，顺丰的摊
位不时有求职者前来咨询，尽管此次招聘的

“储备干部”岗位需要3至6个月的基层收派员
锻炼，仍不乏应聘者。应聘这一岗位的中南财
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小唐表示：“相比国企，我更
希望去民企，因为我希望找一份‘有压力’的工
作，可以让自己快速成长。”

（7月26日《解放日报》）

一直以来，在很多人眼中，快递员工作没
有太高技术含金量。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名校硕
士毕业生应聘快递员，就是一种大材小用，是
人才浪费、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

但其实不然。大学毕业生、名校研究生选
择应聘快递员，折射当下大学生、研究生就业
观念的转变，是一种务实、脚踏实地的选择，凸
显了社会进步，值得赞赏，不必大惊小怪。

从讲大道理角度说，在“大学生最难就业
季”，研究生应聘快递员，先找到一份能养活自
己的工作，属于典型的先就业再择业，这是非
常务实的选择，总比一直寻找自己理想的职业
而处于啃老状态要强太多。而且，职业本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的职业选
择，不能以自己的职业观去要求别人。

实际上，即便是从微观的职业选择角度
讲，大学生、研究生选择快递行业，把快递员等
快递行业工作当成一辈子的职业，也不失为一
种务实、长远的选择。

众所周知，在眼下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快递行业都处于高速增长状态。且现在已
经过了快递员单纯比拼体力的时代，进入比拼
技术、智力的时代。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
指导中心发布的《全国招聘求职 100 个短缺职
业排行》显示，快递员已经连续多期属于最紧
缺职业。就在前不久，快递员李庆恒获评杭州
市高层次人才，享受直接落户杭州、100万元购
房补贴等政策待遇。

总之，“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大学
生、研究生当快递员，照样能发挥出自己的能
力，体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对大学
生、研究生应聘快递员应多些理解和肯定，少
些否定和冷嘲热讽。当人们对名校研究生应聘
快递员不再大惊小怪时，表明社会观念真正进
步了。 张立美

百姓话语

名校硕士应聘快递员
何时不再大惊小怪

“池塘河流又没上锁，可咋办？”面对屡屡发生
的中小学生溺亡事件，基层领导干部道出了他们
的无奈。其实，池塘河流溺水预防是有“锁”的，只
不过用得不够好，锁得不够牢。这把“锁”就是学生
安全教育和社会防护的合力。暑假已至，学校放
假，学生安全不能放假，务必上好中小学生溺水预
防这把“锁”。

自 1996 年设立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以来，安
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 2019 年教育部将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内容纳入学科课程标准中，安
全教育在学校里不断得到加强。但也要看到，学生
安全教育周周搞、月月搞、年年搞，从实际效果来
看，有些地方存在“葫芦掉进井里”的情况——看
似深入，其实还是浮在水面上。

记者采访发现，当前有些学校的安全教育还

停留在“告知书”“一封信”这样的形式上，家长签
字就算完成任务；有的安全教育“网课”形式新、内
容好，但要么由于学生课业负担重变成了家长“作
业”，要么不适用农村留守儿童多的现状，成为摆
设；有的地方安全教育满足于责任传导、档案留
痕，涉及学生安全教育的临时任务和检查不断出
新，但大多“只吃药，不治病”。

同时，未能形成溺水预防的社会合力。有的地
方把学生安全责任当成学校责任，社会防控大撒
把，有的地方对池塘河流有多少隐患底数不清，一
些容易溺水处甚至连个警示牌都没有，巡逻救护
力量缺乏，一旦发生溺水事故经常是孩子救孩子，
造成更大次生灾害。

暑假已至，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在严密疫
情防护中度过一个学期的“神兽”，“出笼”后肯定

要撒欢，而大人们忙于复工复产。可以想见，今年
暑假的学生安全要抓得更紧、“锁”得更严才行。特
别是发挥系统合力这把“锁”的作用，真正把学生
安全教育和社会防护结合起来。

一方面学校要上好暑假安全课，相关单位不
能与学校签订安全教育“责任书”就完事了，要用
行动积极配合；少听汇报、少要方案，多问学生、多
测实效，落实安全教育效果，切实避免应付了事。

另一方面，社会防控力量要行动起来。可考虑
把学生安全纳入城镇的网格化系统和社会风险隐
患系统进行管理，全面排查学生安全隐患点、评定
隐患等级、做好提醒警示；进一步发挥志愿者等社
会救助力量作用，构筑起中小学生溺水预防救护
的安全网络。只有这样，才能合力保障孩子们平安
度过风险期。 据新华社

上好预防学生溺水这把“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