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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重庆市人社局公布的《重

庆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面

试暂行办法》对许多面试细节进行了

约束，比如面试考官对考生面试成绩

评定在60分以下的，必须在评分表中

说明理由。（1月29日《重庆商报》）

60 分以下毕竟是一种非常态现

象，对于这样的结果，不但考生需要

一个理由，整个社会包括考官都需要

一个说明。一方面，考生、社会都需

要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另一方面，

考官也可以通过相应的说明，再次对自己

的打分标准进行审视，这个过程既是一种

外部的审查过程，也是一种自我的反思过

程。其达到的效果是，当你的说法不能成

立或者令人信服，甚至不能得到更多人的

支持时，你就会面临所有的质问，甚至目的

性的怀疑，这其实就达到了一种监督作用。

还有一个意义在于，这在残酷的考试

竞争中，释放出丝丝关爱。虽然制度设计

的本意并不在此，但却“有心栽花，无心成

荫”实现了这一效果。对于任何一个考生，

60 分以下的面试分难免令人沮丧与悲伤，

意味着面试者的成绩没有达到及格线，相

当于对自身能力的否定。

那么，在业务上，这对考官本人来说是

一种提升的过程，有助于其在今后的打分

中，更加注重科学性和准确性，从而能确保

更大层面的公平性；在公平性上，通过说明

与解释，也能及时消除社会疑虑，增加考试

的透明性，从而增加整个考试公平的社会

观感，为公平考试赢得更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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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读了哈导的“小品已没市场”

在百度词条中，小品除了具备“短小

精悍，情节简单”、“ 幽默风趣，滑稽可

笑”、“ 贴近生活，角度新颖”等特点外，

更有“针砭时弊，内含哲理”的要求：“透

过表面现象，讽刺一些不合理的事物，揭

示一定的哲理，寓教于乐”。

留心那些让群众记得住的经典小

品，宋丹丹的《相亲》，讽刺了改革开放中

的懒汉；赵丽蓉的《打工奇遇》，讽刺了酒

店造假，《如此包装》讽刺了疯狂包装。

“这个世界太疯狂，耗子都给猫当伴娘

了”、“拐了，拐了”，还成了社会流行语。

讽刺小品成就了一批小品演员，也让小

品这个“演艺界考试学员艺术素质和基

本功的面试项目”，成为了一种崭新剧

种。

真要让小品得到开拓性发展，不妨

松开绑在小品身上的绳索，让它像初始

状态一样，敢爱敢恨，自由发展，让小品

说出群众的心里话。

刘克梅

小品没人气源于讽刺艺术的萎缩

七嘴
八舌

2012年央视春晚语言类节目仅为7个，与鼎盛时期的16个相比少了一半还多。1月28日，央视春晚总

导演哈文表示，语言类节目的衰落是小品缺乏市场的推动。她表示，今年恰逢央视春晚30年，陈佩斯、朱

时茂、宋丹丹在春晚缺失是最大的遗憾。（《北京晨报》1月29日）

小品真的没市场了吗？

当小品缺乏了市场遴选与推动的

良性机制，当一台春晚成了小品市场唯

一甚至最大的舞台时，说“小品没有市

场”，其实并没有说错。

小品本身没人喜欢看，或是小品本

身没有观众市场，这显然不对，也是一

种误读。事实上，如果说历届春晚留给

观众印象最深，让观众最喜闻乐见的，

甚至流传最广、社会影响最深的，恐怕

莫过于脍炙人口的小品。那么，何以春

晚上能出彩，下了春晚舞台却没了市

场，甚至小品人才纷纷改行拍起了电

影，这当然也是一种市场机制，但从春

晚小品的受欢迎程度来看，小品本不该

没有市场，也不该留不住人才，从这个

意义上说，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本该

有市场的小品没有市场，倒是更值得反

思。

基于上述视点，艺术本该来自民

间，而相比歌舞类艺术，作为语言类的

小品艺术就更需发自草根，而现实的情

形却更多是艺术的高雅化，与此同时，

草根和民间艺术却无论在人才还是发

展氛围上都出现了脱节，而城市化进程

与乡村的空心化，“小品没有市场”一定

程度上也缘于此,而这其实才是小品没

落背后的真问题。 吴江

“往年收钱如今给钱，自己的角色

还没转换过来，年终奖却已经不知不

觉地‘周光’了。”

——春节长假就要结束了，“你

收/发红包了没有”成了网友热议的话

题。今年压岁钱的“起步价”水涨船

高，一两百元已经有点拿不出手，500

元成了“及格线”。这样的涨幅令许多

新晋“长辈”的80后格外有感触。

“中国消费者是天使，只有中国人

才能救世界”。

——随着龙年春节的到来，中国

消费者在海外再次展现惊人的购买

力。英国、日本、加拿大、韩国和美国

等地媒体都报道了中国游客在当地

“血拼”、消费的盛况。外媒称花钱大

方的中国消费者为“天使”。英国《每

日邮报》一月之内刊登三篇主题文章，

足见“北京磅”的“威力”。报道称英国

奢侈品商在中国龙年春节之际准备从

东方购物者手中收取成千上万的财

富。

“60分以下需理由”的程序把关有必要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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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清“礼”

是对亲情的“反讽”
童树杰

春节家中坐，礼品上门来。春节长

假的最后一天，不少人习惯性地“大扫

除”，把堆在家中占地方，却暂时用不上

的春节礼品，转手卖出。一些从事礼品

回收业务的路边小店生意非常好。记者

调查发现，从事礼品回收的小店和网店，

利润在两成以上。（1月29日《劳动报》）

“有家回不起，亲戚走不起，酒宴吃

不起，礼品送不起。”这恐怕是不少返乡

者的春节感言。年里走动就要花钱，送

礼习俗重的地方甚至要花去一个劳动力

一年的积蓄。笔者不禁想问，我们的春

节就那么需要礼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许多家庭过年里都要为堆放在家中

的节礼大伤脑筋，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

礼品回收是那样让人心疼。节礼送的是

情谊，可要是节礼年年“有余”就有点伤

民伤财了。我们总在纠结年味为什么变

淡，而当节礼变成了家庭负担，我们过的

就不是年，是遭罪。

礼品为何年年多余？这缘于“礼”文

化没有紧密跟进健康生活方式流行的节

奏。烟酒、奢侈品等不实用却又价格不

菲的礼品，却依然是节礼的主流，这与讲

究生命健康、绿色环保的新生活理念格

格不入，大多达不到孝敬老人、礼通亲友

的效果。于是礼品大量雷同，无用沉积

堆放，就只能忍痛低价处理。笔者认为，

这样“亲者痛，商者快，便宜回收给小商

贩”的事情，又何苦呢？随着生活条件的

提高，节日的“礼”念应该更加偏向于实

用、健康，甚至略备薄礼带着浓浓的亲情

即可，有了浓浓的亲情滋润，久违的年味

才能够回来。

微评论Wwei ping lun

别再“过了十五再说”
吴睿鸫

1 月 29 日是正月初七，是绝大多数

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正式上班的

日子。随着初七的到来，我们大多数人

都回归到工作状态，店铺重新开张，农民

工返城务工，春运高潮再次重现，工薪阶

层也重新开始了按部就班上下班的程

序，城市的节奏又重新紧张起来。

但是，从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状况来

看，在每年新春佳节喜庆的主旋律之中，

总夹杂着一些不和谐音符，这就是年年

都会出现的“过了十五再说”的节日病。

几乎在每年春节后，媒体都会报道一些

地方部门工作人员长假后上班迟到，让

办事群众吃闭门羹的现象。

虽然按民间习俗过了正月十五才算

过完年，但作为社会发展的细胞单元，各

个单位都应有自己严格的纪律和规章制

度。既然按规定初七上班，就理应按部

就班，一切恢复正轨，怎能因为“年未过

完”就办事拖拖拉拉，纪律松松垮垮呢？

如此拖沓的作风，说明那些工作人员对

自身职业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而任由这种“节日病”蔓延的企业和单

位、部门，也存在着严重的管理漏洞。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应摒弃昔日

老观念，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单

位人员，更应与“过了十五再说”的旧习

气说拜拜。初七就闻鸡起舞，让一切工

作都迅速恢复到往日的秩序当中去，且

莫啥事都等到“过了十五再说”。

奇怪规定不过是职场“潜规则”
春节期间，一些上班族遭遇了所在公

司制定的奇怪规定：某酒店要求员工假期

控制体重，上下浮动超过 2 斤将罚款 300

元；某企业向员工父母发放“孝顺基金”，要

求当事人写收条。（1月29日扬子晚报）

游子归乡，家人团聚，精神上的收获不

再抽象。而物质上的富足更是“具体”的，

觥筹交错，大快朵颐之后难免增加“二两

肉”。当然过春节也是个体力活，走亲访

友，舟车劳顿，难免伤风感冒，身上的肉不

增反减。上下浮动超过2斤将罚款300元，

不得不赞叹，用人方很精于计算，将可能性

都考虑到了。

父母基金看似不错，但这种基金到底

是老板额外发放的，还是从员工应得的工

钱里扣除的？如果是劳动者应该得到的收

入，那么《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

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并且

在列举的企业可以代扣的情形中没有基金

这一事项。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此

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享有工资报酬

的权利，特别是《劳动法》规定的工资要支

付给劳动者本人，其目的是保障劳动者自

主使用自己工资的权利。如果是用人方致

力于让员工重拾传统孝道，那么便无可厚

非。而比较有意思的是，过年给父母送“养

老费”近似于村规民约式的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道理，公司的做法不能算是独树一帜，

只能算是锦上添花。

归根到底，一些企业的规定很随意，甚

至能够归入奇怪的范畴，说白了不过是职场

“潜规则”横行的结果。用人单位是强势方，

员工面对社会行情不得不削足适履。

而事不关己时，多数人会高高挂起，或

者在讨论奇怪规定是不是有一丝合理成

分，以找到服从的理由或者借口。但是谁

也不能保证，类似的“潜规则”会不会哪天

落到自己的头上，到时的感觉也只能是如

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