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9月，甘肃小伙刘金星报考福建省

委办公厅一科员职位，在笔试、面试环节分

别取得第一名。正当辞掉工作的刘金星满

怀欣喜准备入职时，却被电话告知因性格原

因不予录用。（10月18日《京华时报》）

笔试第一，面试第一，体检也合格，却以

性格不适合为由不被录取，难道性格是公考

录取的要件吗？不知道福建省委办公厅是

如何了解到考生性格的，但以此为由不录用

考生，令人感觉公考缺乏客观性。

这种以性格为由拒绝录取考生的事件

还真不是第一次发生，今年5月有媒体报道，

去年10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

管局公开招录6名公务员。经过4个多月的

努力，黄红通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专业考

试、面试和体检，面试成绩和总成绩排在该局

“专业监管岗位”第一名，最终却以“性格内

向”为由拒录。更为吊诡的是，青海的前三名

都被拒录。而公考成绩第一被拒录的事件近

年来更是比比皆是，山西省考生宋江明公考

第一被拒录事件，查出官员从中循私舞弊。

这些事件的屡屡发生，让公考几乎成为一个

冷笑话。与此同时，那些副市长侄女，一些官

员的亲朋，总显得容易在公考中被录用。

人都是有性格特点的，有些人适合机关

工作，有些人不适合，但性格的了解应当有

一个过程。公考应当阳光化地进行，福建省

以纪律为由不公开拒录考生的原因，难以令

人信服。

“性格不适”拒录
元芳你怎么看？

义务植树法规也该与时俱进

三句雷语，万亩高粱，
一场“文化热”？评论

时事
乱炖

中 国 作 家 莫

言获得诺贝尔文

学奖，其家乡山东

高密政府准备投

资 6.7 亿元打造旅

游带，包括莫言旧

居周围的莫言文

化体验区、红高粱

文化休闲区、爱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等。在红高粱文

化休闲区，将花千

万元种植万亩红

高粱，莫言老家所

在辖区管委会主

任范珲表示“ 赔

本也要种 ”。（10

月 18 日《新京

报》）

微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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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全

民义务植树条例

（草案）》提交省十

一届人大常委会

审议。该《条例》

规定，适龄公民每

人每年应义务种

植3棵树或完成相

应劳动量的植树

绿化任务。逾期

未完成义务植树

任务的，责令缴纳

绿化费。（今日本

报17版）

非常
道

上世纪 80 年代国务院曾颁布过全民植树的

《实施办法》，确有相关处罚规定。但是，《实施办

法》出台时，适逢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

程，所以《实施办法》的具体内容，存在很多的计划

时代的痕迹，比如那时候的人是单位人，公民履行植

树义务，往往是以单位为组织载体，国家通过监管各

个企事业单位，来判断公民是否履行了义务。但现

在人的单位、职业流动性很强，怎样监管公民来履行

义务？再比如，那个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

立，户籍制度管理相当严，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公民

的地域流动成为常态，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城，

那么对于这些流动状态的人口，怎样来判断他是否

履行义务了呢？更重要的是，30年以前的城市开发

程度很低，城市里可供植树的闲置土地多，现在城市

化加剧，城市向郊区外延不断扩张，市内的绿化也由

专业的园林部门操作，没有可供植树的闲置土地，公

民履行这一法定义务，往往得到距离城市较远的郊

区地带，履行义务的成本太高。

因而，对不履行植树义务课以处罚，虽合法但不

一定合理。三十年过去了，以前有着特定时代背景

的义务植树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了，更

不应当成为现代地方立法的蓝本和参照。其实几年

前，《全民义务植树条例》的立法工作就已经提上议

程，但就目前而言，立法进程显然要加快，要面向当

下的现实就义务植树的义务范畴、敦促手段、管理方

式等，做出合乎时宜的评估与厘定，尽快让地方义务

植树立法有法可依。

“网站没有及时更新的原因是由于工作忙，其他

科室没有传稿。”

17 日，市民白女士反映，泰安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官网多个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板块，一年多都

没有更新。泰安市质监局宣传科工作人员解释

说。

“学生做错一道题，就要交5元罚款。”

近日，珠海某学校一位物理老师定出的“新规矩”

让学生和家长感到汗颜，有家长质疑这种惩罚方式不

恰当。记者从该校有关负责人处了解到，该老师确实

收过几位学生上交的罚款。该负责人表示，该老师此

举是让学生记住错题，目前校方已勒令其全数归还。

方小川

钱兆成

人怕出名猪怕壮，有时候一个人出名并不一定

是件好事，至少对于莫言的旧居以及那万亩高粱来

说更加不是一件好事。三句雷人雷语已经为这高粱

和莫言旧居圈定了命运路线图。

第一句雷语，莫言老家所在辖区管委会主任范

珲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表示“赔本也要

种”。赔本也要种是典型的拍脑袋思维，其流程是决

策拍脑袋，行动拍胸脯，赔本拍大腿。一句西方谚语

说得好：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万亩红高粱在莫言

热的驱动下立即上马，给人一种一人得道，鸡飞狗跳

的感觉。按理说，动用纳税人的钱，需要纳税人点头

才是。然而现实是领导想建，领导拍板建，最后项目

无论成败，都由纳税人埋单。

第二句雷语：“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

不是你的屋子了。”按照国人的逻辑，一人得道，本

应该仙及鸡犬。可惜莫言成名之后，按照这句雷语

的逻辑，莫言已经不再是他父亲的好儿子，就连自己

故居也要成为公共财产，这真是荒谬至极。我国的

《物权法》写得明白，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

侵犯。莫言旧居也是他家的私人财产，没有当事人

同意，即便是修缮行为也不能实施，更别提征用为旅

游资源开发用途。

另外，保护名人故居不等于要把它们都腾空

了做纪念馆供人参观，只有其中的少数适合这样

做。例如，在巴黎，大部分名人故居都只是在墙外

挂个牌子，表示逝去的名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这并不影响活人对该建筑的日常使用、居住或者

办公。

第三句雷语略微显得有些文学味道，高密诗人

李丹平说，高密再也不是以前的高密了，“它是中国

的文学高地，国家的圣地。”不过莫言自己却说，自

己只有站在高密的土地上，创作才有感觉。他喜欢

高密的平静。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高密已经不再是

以前的高密，再不会有过去的平静了。两相对比或

许高下立判。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首先是“寻根文学”代表作

家，然而媒体更注重渲染他的魔幻现实主义。高密

如何成为文化圣地？是注重保护古朴的乡村风貌，

保持乡村文化的那个根，还是一夜之间造出万亩红

高粱，将魔幻变为现实？

只此一点，相关人员在拍脑袋之前应该多了解

一下莫言，多读一点莫言作品。

熊志

为何亿元重奖院士？
张永琪

辽宁省近日出台一项规定：如果某单位

引进或培养出1名院士，政府将对该单位奖

励 1 亿元。今后 5 年，辽宁要新增院士达到

10 名以上，选拔培养院士后备人选 40 名。

（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财政重奖“买”（引）院士，不如重金奖励

“买”（引）成果。重金“买”成果运用的是市

场机制，凡有需求的单位都可以通过招标和

签订协议，让院士有针对性地为自己开发科

研成果。院士无需异地落户，工作和生活都

不会受到影响，而且有需求的单位科研成本

也会大大降低。此举是以科研成果确定院

士的身价，而不是看重院士头衔，这比重金

“买”院士要强许多。科研成果成了论英雄

的主要“标尺”，还可以避免引进了院士，出

不了成果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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