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周岁，该不该是公考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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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育兵

时事乱炖 “有机”农产品正本清源须完善治理机制
■ 吴学安

在消费升级力量的推动下，加之全民健

康安全意识的增强，有机产品应运而生。特

别是为保障消费者舌尖安全的有机食品，越

来越受到公众喜爱。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这种从生产、加工到餐桌和舌尖全程不

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添加剂的有机农产

品，很多消费者并不买账。有人说太贵，买

不起；有人说真假难辨，不敢买；还有人说是

噱头，炒概念。（11月7日《经济日报》）

销售混杂、以假乱真、产地溯源不实、

使用违禁化肥……当消费者来到超市购买

有机蔬菜时，想的是花上一倍甚至数倍的

价格，便可以吃得放心吃得安全。然而事

实上，超市售卖的有机蔬菜套路重重，各种

“李鬼”蔬菜让人防不胜防，部分“有机产

品”还被检测出禁用农药残留。

眼下，贴着“有机”标签的农产品已经

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一些有机农产品

“沦落”如此，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更侵害

了消费者权益。大量假冒有机产品的出

现，不仅加重了人们对有机产品的误解，也

成为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

因。究其根源，除了生产经营企业的见利

忘义，缺乏道德血液，很大程度上还在于

“重认证、轻管理”的畸形发展。一些认证

机构只是忙于收钱发证，疏于后期的跟踪

检查，例行的检测也多为走过场，甚至有意

为违规企业签字背书。

有机证书花钱就能办、产品检测环节存

在漏洞、伪有机挤压真有机……有机食品市

场真假难辨、乱象纷纷，让消费者花的是“有

机”的价钱，吃的却是非有机的食品。而要

使有机食品不变成“投机食品”，必须建立相

关的责任追究制度，确保认证本身不变成商

品。更为重要的是，从源头把好认证关，是

维护有机食品市场秩序、强化源头防范与常

态化监管、建立严格细化的惩罚机制，避免

不良商贩借用“有机”名头忽悠消费者。同

时，对市场上各种打着“有机”概念的食品加

大查验力度，对假冒有机食品的违法经营者

坚决予以严惩，提高其造假成本，为有机产

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来提高消费信任、

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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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对这三件事
就是最好的人生

让自己开心，是智慧。让别人放

心，是能力。让家人安心，是担当。如

果把责任当成包袱，满腹牢骚，就会越

活越累；如果把责任当成前行的动力，

积极面对，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最好的人生，不是拥有多少高光时

刻，而是努力让自己开心，让别人放心，

让家人安心，将日复一日的平凡日子，

也过得有声有色。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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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合肥市发改

委了解到，为做好保供稳

价工作，稳定市场农副产

品价格，提升市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11 月 7 日至

11 月 16 日，合肥市将启

动稳物价·保民生“惠民

菜篮子工程”活动，25 家企业 189 个门店将

为市民拎出“惠民菜”。（今日本报03版）

据介绍，活动期间，合肥市城区 25 家

企业189个门店将按照“蔬菜类下浮15%以

上、其他类品种下浮5%以上”等相关规定，

每天推出 20 个规定品种“惠民菜”。同时，

以低于 1 元/斤的价格，每天推出不少于 5

个品种的蔬菜向市场供应，并应在“市场平

均价”栏目以“自选增加品种”字样标注，接

受消费者和检查、巡查人员监督。

合肥市此次的惠民菜篮子工程，虽然是

不少地方都在做的事情，但却无疑是做法比

较突出、力度较大、最受欢迎和关注的一个。

民生无小事，菜篮子价格最敏感。近段时

间以来，由于受季节变化、自然灾害、疫情阻隔

等多重叠加因素影响，全国各地市场部分蔬菜

出现供不应求局面，有的菜价明显上涨，甚至

出现了少数“青菜比肉贵”的倒挂局面，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较大关注。而各级各地政府想群

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纷纷启动“稳价菜

篮子，服务保民生”工程，通过不同方式对地

方的市场菜价进行干预，降低群众民生负

担。这其中，各地的措施虽然不尽一致，但最

终目的就是尽可能在短时间内稳定市场菜价。

这种背景下，再看此次合肥市的惠民菜

篮子工程，不但有各地普遍采用的组织蔬菜

等货源投放市场平衡市场供求的根本措施，

也有直接限价（明确惠民菜价的降幅）蔬菜

和低价菜投放品种个数，既釜底抽薪稳菜

价，也通过直接的价格管理降菜价，既是对

国家总体部署和要求的及时落实，也能够较

好地起到四两拨千斤快速降低当地市场菜

价的特殊效用。这既体现了当地服务民生

菜价的决心和力度，更体现了服务当地民生

菜价的智慧和决心，是新时期地方政府智慧

施政科学服务民生的又一个有力彰显。

服务民生菜价，说得好更要做得好。

期待接下来，在稳菜价等民生必需品价格

方面，各地有更多的智慧务实举措出台。

这不但是一个物价民生问题，其实也是一

个惠民、为民的民心、政治问题。

惠民稳价菜篮子就需要更多实招
■ 余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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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成年人要学会断、舍、离

所谓断，断的是虚妄之念。要对仅存

于想象之中却并不实际的东西，生断念。

所谓舍，舍的是无用之物。对无用

物品的舍，是生活清简上的得。而对无

妄情感的舍，是精神愉悦里的得。

所谓离，离的是执念之心。如果对

待事物，皆抱随缘之心，一切自会水到

渠成。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努力后便顺

其自然。 @新华社

10 月 31 日，有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向浙江省代省长王浩留言称，目前浙

江省公考35周岁年龄限制显然已成为人

才工作的障碍，故调整考公年龄确有其可

行性与必要性，更有其客观性和实际性的

要求。近日，浙江省公务员局做出回应。

（11月7日澎湃新闻）

这位网民的建言是经过周密考虑

的。他不只建议调整公考年龄，更给出了

五方面的理由，引用了《公务员法》、第七

次人口普查数据、“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渐

进式延迟退休、三孩政策、国际通用年龄

划分标准、其他省市的实践。这样的建言

不是说说而已，是有更多慎重考虑的。

35周岁，似乎已经成为了公考的休止

符。一旦越过了这条年龄线，一般来说，

也就意味着与公务员岗位的绝缘。当然，

也有少数时候，是以 40 周岁为休止符

的。但要想占用这样的调整，大多数时

候，需要具有博士学历，最低也得是硕士

学历。这样的调整，是基于他们读书时间

较长，年龄偏大给予的适当补偿。

公考年龄该不该调整？单纯从职业

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调整是必须的。我们

一再反对就业中的各种歧视，包括年龄歧

视，政府部门就应该做出表率。

在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背景

下，“取消国家公务员报考35岁以下年龄

限制”的建议经常被提及。

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的是，公考之

所以设定年龄限制，不单是从人的精力、

工作需要着眼，还要考虑的是退休待遇

等。现在，行政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并

不只考虑工作年龄，很大一块，是基本待

遇。倘若没有年龄限制，有的人临退休考

上公务员，没工作几年，却要享受其待遇，

这也同样会影响社会的公正。

虽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重要，但不可否

认，其仍是一种职业，打破报考年龄限制，消

除歧视，为社会树立良好的典范作用，非常

必要。当然，这也需要未雨绸缪，考虑到其

他方面的影响，从更多方面做好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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