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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

前段时间，“211 硕士毕业生在火锅店

做保洁”新闻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关于年

轻人择业观的广泛讨论。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理工大学校长袁亮认为，这一“高开

低走”的现象，让我们看到了现在年轻人

选择更多，心态更好，社会各界需要用平

常心看待就业话题，接纳年轻人更多的就

业选择。应当为年轻人拓宽就业渠道，提

供更广阔的就业空间，引导毕业生到基层

去，到国家建设重点领域去，到能发挥自

己专业特长的地方去。

大学生甚至是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

面临就业难时，或选择和其学历以及公众

认知不相称的工作岗位，看似催发新闻效

应聚人眼球的舆论效应，却也是公众焦虑

心理的折射。面对这样的问题，既不能夸

张化和娱乐化以赚取廉价的自媒体流量，

也不可以看似客观冷静实则主观冷漠权

威说教进行评价。

炒作、评价、唏嘘或给出看似有理实

则缺乏建设性的建议，无益于化解大学生

就业难题，反而会引发更多的就业焦虑。

当就业难成为老问题时，必须从宏观上找

解决方法，通过经济增长提振市场活力增

加就业机会，从而形成从供给侧到消费

端，从市场面到社会面的良性循环。经济

与民生密切相关——国富蛋糕做大了，民

生福祉才有保障。疫情三年，经济下行，

就业形势严峻，消费动能不足，导致一职

难求，形成就业焦虑。

3 月 2 日，国新办举行“权威部门话开

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介绍就业和社会保障情况。数

据显示，目前的就业总量压力依然存在。

2023 年，高校毕业生将达到 1158 万人，加

上疫情三年没有就业的往届毕业生，就业

市场面临短期内难以消化的存量和增量

压力。从舆论释放的民生诉求看，老百姓

在求职就业中还面临着急难愁盼问题，希

望有更充分的就业机会，更合理的劳动报

酬，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在此情势下，大学生尤其是名校毕业

生，就业预期和现实环境有差距是显然

的。很多人想去参加公考或选择去国企央

企，但体制内的岗位毕竟“僧多粥少”，更多

的青年学子还是要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去求

职。中国有14 亿人的庞大市场系统，就业

容量还是很大的，加上一些社会服务机构，

还是能让求职者获得一份职业的。但是，

就业市场存在差异，就业群体有不同预期，

加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各种因素，

很多人就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因一职难求而不愿踏入社会，因恐惧

内卷而选择“躺平”，这需自上而下的重点

关注。一方面，通过稳经济实现就业宏观

的改善自是国之大政，国家也一直在努

力。而且，国家也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的方

式，让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尽

量减少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需要学

校、家庭、社会一起努力，更新“精英主义”

的功利思维，走出应试教育的窠臼，通过

素质教育的持续实践，养成健康的就业

观，塑造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具备良好社

会适应能力的劳动者。

社会是丰富多彩的，就业市场更是竞

争激烈，所有求职者不管是低学历还是高

学历，都要经过市场历练。只要出来工

作，不管干什么，都无贵贱之分，社会不必

以另类眼光将名校硕士当保洁视为负面

典型，也不必刻意美化低学历者所谓的成

功传奇。对于职业和学历的关系，要看共

性不要放大个性。当然，让求职者的专业

和职业基本匹配，改变过度选择“高大上”

岗位的功利观念，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胡欣红

据封面新闻报道，近日，安徽当涂

县有网友发帖称，“当涂二中一项中标

金额 488 万元的采购项目中，出现了单

价 3600 元的插线板和单价 4000 元的单

灯控制器，两项总价 19 万元，疑似存

在成本虚高、萝卜招标问题”。记者从

两款产品的厂家得到的报价是，上述同

款产品单价均为 200 多元，插线板厂家

销售员还称可以帮忙“虚报成本”。目

前，当地已成立由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

查组。

在公众印象中，插线板通常也就几

十 元 钱 ， 3600 元 的 单 价 确 实 闻 所 未

闻。据报道，除了插线板，诸如价值

20 万元左右的雕塑、多个项目未出现

在采购清单中等问题，也让人大为不

解。

据悉，这项 2021 年的集中采购合

同，之所以时隔两年才“东窗事发”，是

因学校职工无意中得知教学楼里的插线

板单价3600元，对比实物之后，“感觉其

中可能出了问题”。如果没有人主动揭

发，这件事儿是否就安全“过关”了？

按照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学校

进行基本建设改造和大宗物资采购，必

须进行招标。既然是招标，当然有严格

的规范和程序。如果 3600 元的插线板

仅售 200 多元的情况属实，这样的采购

是如何通过层层关卡的？是偶尔为之还

是习惯性操作？倘若只是虚惊一场，也

应该向公众解释清楚价格为何如此之

高，同时加强监督，防患于未然。

据报道，中标企业曾多次中标不同

学校的有关项目，但企业社保参保人数

为 0。可见，此番事件需要调查清楚的

事情实在不少。这对规范一个地方的招

投标秩序和风气而言，也是一个契机。

杜绝校园腐败、招投标猫腻，有关

部门要强化监管，切实落实各项法律规

章和管理制度，尤其要对中小学校工程

项目、教学设备、餐饮食材招投标等容

易滋生腐败的事项进行严格把关，使相

关人员既没有贪腐的机会，也不敢轻易

铤而走险；要推进“阳光治校”，让师

生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

评价权，让信息公开、民主监督等落到

实处。

3600 元一个插线板，会不会拔出

萝卜带出泥？会带出多少泥？公众需要

一个准确、清晰的答案。

以信息公开
回应公众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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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妇联启

动 2023 年全国文明实

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暨

全 国 巾 帼 科 普 活 动 ，

2400 万名巾帼志愿者、

35万支巾帼志愿服务队

将聚焦困难妇女、“一老

一小”等特殊群体提供

关爱服务。同时，全国

妇联将启动建设新一批

全国文明实践巾帼志愿

阳光站，创新推进巾帼

科普活动，以不断提升

妇女儿童和家庭的科学

文化素质。

新华社 王鹏

巾帼志愿服务

默达

人体雕塑，动一刀也算新作？近日，

湖北美术学院退休教师黄勇被学生陈亮

公开检举抄袭一事引发广泛讨论。

当事人陈亮称，这件雕塑作品是他

的毕业年级课堂作业，被学校选为留校

作品，在完成后复制了一份送给教师黄

勇，却发现黄勇以创作者身份参展，出版

书籍，在各个平台发帖。而黄勇却认为，

这件作品在他指导下完成，并对其进行

了二次加工，改变了作品的精神面貌，

“动一刀也算是新作”。双方争执不休，

将要对簿公堂。涉事学院称已成立专班

进行调查核实。

单从媒体披露的图片来看，两件作

品的确外观无二，朴素理解为抄袭不无

道理。从教师黄勇的回应来看，他并未

否认自己是在原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修

改。雕塑成品耗费了学生的诸多心血，

教师稍动几刀便将其划入自己名下，这

样的“新作”，在情理上无法令人信服。

从艺术角度理解，抄袭的认定的确

较为复杂，相关案例多引发争执。艺术

作品有“形”亦有“神”，在近现代艺术巨

作中，诸如杜尚的《泉》、达利的《达利的

蒙娜丽莎自画像》，也曾因对既有造物

的挪用饱受争执。用黄勇的话说，“改

动后体现出春意”，但要达到颠覆性的

解构和对原作艺术风格的否定，似乎仍

有距离。

从法律法规出发，将对原作品的加

工简单理解为“二次创作”不甚合适。国

家版权局版权管理司《关于如何认定抄

袭行为给青岛市版权局的答复》中提出

了“高级抄袭”的定义，包括“不改变作品

的类型，但是利用作品中受著作权保护

的成分并改变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将

他人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独立创作的作

品”。又有学者认为：“如果未获得原作

者的许可而随意演绎其美术作品，不论

相似性高低均视为侵权。”

深究黄勇的回应细节，“如果不是共

同创作，自己对陈亮没有恩情，陈亮不会

同意翻制”，这样的主观揣测显然立不住

脚。从事实来看，陈亮及学院多位老师

已就该作品一事多次质疑，黄勇擅自对

作品进行命名、加工、参展和售卖，有着

较高的违法风险。

是否侵权，仍需专业人士进行鉴定，

现在妄下结论为时尚早。笔者认为，黄

勇本人在回应中流露出的态度，是其在

社交媒体上遭受抨击的重要原因。

“师之所以为师，言必出于道，行必

由于道，教必本于道。”黄勇在回应中公

然指出陈亮作品中的不足，以映衬自己

的“创新”，但换句话说，既然他有着如此

敏锐的艺术嗅觉，为何不能在陈亮求教

之时和盘托出呢？错过了一段良师高徒

的佳话，殊为可惜；如今撕破脸皮再“执

鞭”，有辱师德。

“动一刀也算新作”，如此“创新”实

在难以令人信服。这一刀更应“动”在人

们心中——不断提醒我们增强版权意

识，学习法律知识，反思师风师德，厚植

创新观念。

“动一刀也算新作”难以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