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段时间，某涉工行业协

会启动了新一年度专业技术职

称评定工作。按温州职改办有

关规定，企业单位有条件申报

的技术人员，其申报材料必须

经所在单位核实并签署意见。

该行业协会虽然做了宣传动

员，但响应的会员企业不多。

究其原因，一些企业技术人员

一旦取得相关技术资格及技术

职称的证书，就要求企业加薪

或以此作为“跳槽”的资本，让

企业叫苦不迭。有的企业认

为，技术人员大多是新居民，如

果给他们评上职称，拿到证书，

“翅膀”硬了就会“飞走”，企业

是留不住的，就是签了合同也

没用。因此，近年来，一些企业

对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工作从积

极参与转向消极冷淡。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技术职

称评审工作中出现的“新常态”，

其实反映出少数企业负责人不

应该有的“短视”与“不自信”。

众所周知，人才资源是构

成企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

实现行业转型升级，核心是创

新，关键是人才，必须由人才

资源作支撑。而专业技术资

格、技术职称评定工作对建设

企业高素质专业技术人员队

伍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可以

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发

挥导向作用、评价作用和激励

作用，促进企业生产、经营管

理和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利于

加快全行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步伐。一直以来，广大企业新

居民技术员工也都以评上技

术职称，获得专业技术资格为

荣。在瑞安鞋革行业工作十

多年的江苏籍新居民颜崇丞

认为，评技术职称是员工本该

享有的一项权益，企业应该放

眼长远，大力支持，只要你的

企业发展前景好，有实力，福

利待遇好，就不怕员工评了职

称就跳槽。企业应该与行政、

事业编制人员一样列有职称

工 资 ，只 不 过 一 个 是 公 家 掏

钱，一个是老板掏钱而已。对

此，老板要有度量，很多事例

说 明 ，企 业 支 持 员 工 评 定 职

称，不但留住了人才，人才更

以感恩的心回报企业，企业的

创新实力也不断提高。

在瑞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工作的四川籍新居民夏某认

为，员工技术职称评审是企业

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竞争机制

的一部分。事实上，很多温州

企业很重视员工职称评审与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会给评上职

称的员工相应奖励，或在薪酬

中列有职称工资，或在选拔晋

级时优先考虑，从而激发广大

员工热爱学习、钻研技术。

企业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

面上看是给员工“镀金”，但实

际 上 却 是 企 业 与 员 工 的“ 双

赢”，最终是稳定企业技术人才

队伍，实实在在提升企业经济

效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我市广大企业应该充分认识做

好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重要意

义，积极做好申报工作，努力构

建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互利

共赢的良好局面。

职称评定
岂止是给员工“镀金”？

■黄朝江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等七部

门下发《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

目及分值的实施方案》，从2015

年1月1日起，取消体育特长生加

分、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加

分、科技类竞赛加分、省级优秀学

生加分、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

迹加分等五项高考加分项目。有

关教育专家评价，取消高考鼓励

类加分项目已成“大势所趋”，这

种做法捍卫了教育的公平。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高考大

省湖南，一位考生加10分最多

可超越近9000名考生。2010年

浙江有630名考生因航模获高

考加分，湖南因武术项目获高考

加分者达267人，湖南娄底5名

考入北大、清华的学子中，竟然4

名都是靠武术加分获录。

有些学子的文化课成绩不

如其他同学，家长采取堤内损失

堤外补，不择手段，捞取体育、艺

术、学科等竞赛名次，达到高考

加分的目的。如果这学生真的

拔尖，荣誉证书含金量高，难道

社会、其他学子会有意见吗？令

人遗憾的是奖励性加分被官僚

腐败作乱，注水的竞赛太多，影

响了高招的公平性。所以，取消

高考加分，实际上是给平民学子

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

当前，通过高考、中考选择

人才，还是被认为相对公平的方

式。如果鼓励性加分造假，教育

的净土岂不被权贵、金钱所左

右？教育不就走向腐败、走向衰

落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某些竞赛的

报名费、培训费贵得惊人，有些

是万元以上，但参加培训的学生

都能获得加分的机会。作为平

民学子既没有机会参加，也没有

钱参加。由此可见，没有监督的

高考加分只能预留给官僚腐

败。失去了公平，失去了公正，

容易使教育迈向死胡同。

今年有的省市虽然取消了

不少鼓励性加分，但依然保留非

鼓励性加分项目，这也难怪一些

家长利用一切手段，在高考报名

之前为孩子改姓换民族，享受少

数民族加分政策。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年

取消了部分加分项目，如果明年

又增加或变更了新的部分加分

项目，弄虚作假，让一些权贵弟

子又得到加分的实惠，或利用其

他手段得到加分，这样取消加分

就没有意义了。要取消加分，就

要取消到底，不能让高考加分死

灰复燃，唯有实现公平竞争，教

育才能理性回归。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河南某中学心理老师顾某

的辞职信引发了广泛的热议

（详见本报 4 月 20 日第 3 版报

道），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发

现，事情发生仅一个星期，网页

上显示的相关结果就多达 700

多万个。而此事还在不断地发

酵，甚至成了新的网络体。

这份正文仅有 10 个字的

“便条”，为什么能够引发如此

之多的关注呢？辞职信文字简

洁，样式新颖，易于速读，便于

传播，这或许是一个原因；顾老

师毅然决然的实际行动自然也

是令人惊异，惹人感慨，引人关

注的；更重要的一点恐怕是，这

短短的 10 个字里所蕴含着的

深深的哲学思考，重重地击中

人们软软的内心，难怪有人评

论说，“这是史上最具情怀的辞

职信，没有之一”。

笔者认为，这封辞职信让

人想到的第一个哲学问题是：

“我是谁”。顾老师究竟是一个

敬业的教育者，还是一个率性

的旅行者；是一个现实主义的

工作者，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

读书人；是一个重物质的人，还

是一个讲精神的人；是一个热

爱家庭的人，还是一个追求自

由的人……这些问题，怕是她

自己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

案，出去看看，或许就是为了弄

清楚“我是谁”。这样的问题，

顾老师没弄清楚，众多网友也

没弄清楚。大家关注顾老师，

其实在潜意识里也就是在关注

自己，谁都想弄清楚“我是谁”。

第二个哲学问题是：“我到

哪儿去”。在家待久了，有些人

便想着到外面去看看；在外面

漂泊的人，最想念的肯定是那

个家，“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

江上使人愁”之类的诗句就是

明证。那么，人究竟想到哪儿

去呢？毫无疑问，大家真正想

去的地方不是家，也不是世界

上的任何一个落脚点，而是那

个叫“精神家园”的地方，也就

是灵魂的皈依之所。顾老师辞

职外出，可能有地理概念上的

目的地，但她与大多数关注她

的网友一样，未必清楚自己究

竟想去哪儿。拉美作家保罗﹒

戈埃罗的著名小说《炼金术士》

里的西班牙少年圣地亚哥，在

外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最

终才弄明白，目的地竟然就在

自己的家乡，顾老师要“去看

看”的目的地会在哪儿呢？

第三个哲学问题是：“我为

什么而活着”。英国哲学家罗

素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我

为什么而活着》，他在文中写

道：“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

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

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

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罗

素的人生追求高尚而清晰，但

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可能并不清

楚自己为什么而活着。显然，

顾老师对自己的人生追求还不

是很明确，出去看看，应该就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那么大”，是该出去

看看，但“那么大”的世界，又如

何看得过来呢？我们只能说，

“去看看”是顾老师给自己创造

的一种契机，但愿这种契机可以

帮助顾老师们准确地认清自己。

原本安静的住宅，却突然

来了噪音，而且离得很近，这

确实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

近日，多位网友向《瑞网议事

厅》官网、微博投诉，万松隧道

西入口南首、体育小区北侧有

一块空地，今年2月下旬开始，

一家货运公司的大货车每天

在此进出装卸货物，晚上10时

许还在工作，车辆发动机发出

“突突突突”的噪音，让附近居

民睡不安稳（详见本报4月23

日第9版报道）。

旧房拆迁、土地征用后被

闲置甚至多年抛荒的事并不

少见。为减少这些地块的浪

费，有的空地成了临时停车

场，有的被一些公司租用成仓

库。这些被闲置、抛荒的土

地，期间也出现过牵涉经济等

问题的纷争，也发生过火灾、

溺亡（有水塘的空地）等不幸

事件。像本市体育小区前的

这块拆迁后空地，租用给了一

家货运公司，成了一个货物装

卸、中转的露天仓库，汽车噪

音让周边居民夜不能寐，其负

面效应也显而易见。

现在，小型货运公司要想

在城区找一处装卸货物的地，

可以说是越来越难了。于是，

那些闲置的拆迁征用地块，就

成了“价廉物美”的临时租用

地。这不是货运公司的错，关

键问题还是在这些地块的主

人，怎么合理利用好暂时被闲

置的地，既不让它成为垃圾山、

积水潭等有害地块，又能生些

“小财”。但是，如果租出去后，

这污染环境的垃圾山又变成一

处扰民的噪音污染源，那就成

了一桩得不偿失的买卖。

应当知道，货车装卸货物

是不可能不发出声响的，尤其

夜深人静时分，别说是装卸货

物，就是货车特别是大型柴油

货车的停车和启动声所发出的

噪音，就吵得人够呛。据记者

现场采访得知，体育小区的楼

房，远的与这“兴通卸货点”间

隔20余米左右，近的像虞女士

所住的楼房仅3米距离，哪怕是

她做一面隔音墙也是没法安睡

的。土地所有者虽收进一笔

“减少浪费”的租金，但无疑是

“卖”出了大片噪音。试问，这

笔“小财”，是不是建立在牺牲

居民健康利益之上的呢？

土地征用、旧村改造用地

拆迁后因故不能马上建设，也

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折违建、

“四边三化”，目的是为了改变

“脏乱差”环境，造福于民，然

而从早到晚货车发出的各种

噪音此起彼伏，“晚上经常被

吵醒，小孩更是被吵得不停哭

闹”，这远比臭气熏天的垃圾

污染要严重得多，噪声虽然不

像垃圾看得见，但其“声波穿

透双层玻璃直刺入耳膜”，对

健康的伤害更大。

还有一点非常令人遗憾，

那就是经常在媒体报道中见到

的：市民如发现什么什么事，可

拨打哪个哪个电话投诉。为何

喜欢这样“被动”，就不能“主

动”作为吗？按理，某家公司有

没有办理过相关审批手续，应

该是相关管理部门最清楚的，

百姓群众怎么发现，难道相关

公司会向居民出示证照吗？同

样，这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噪音

就在那里，大货车没日没夜在

那里轰鸣，非要居民拨打热线

投诉不可吗？就不能主动到现

场调查一下？职守在哪里？责

任在哪里，作为在哪里？一心

为民又在哪里？

“辞职信”引发的哲学思考
■金粟

近日，数

名中国中年女

游客在曼谷机

场候机大堂内

打扑克被泰国

网友曝光。泰

国的法律是禁

止赌博的，网

友称出境游也

该尊重一下他

国的法律和习

俗。

（陶小莫 画）

事关民生
何不“主动”一点

■王国荣

取消加分
捍卫教育公平

■陈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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