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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和粉丝究竟该如何保持
合理的关系？这一直是中国体坛的
一个争议性话题。10月14日深夜，国
乒球员王楚钦发文，希望抵制“代拍”

和长时间跟拍等行为。
这并非国乒队员第一次受到“饭圈文化”的影

响。2022年底，樊振东就曾呼吁“不要把饭圈陋习
带进竞技体育”，引发舆论热议。而在今年4月，
正在备战WTT新乡冠军赛的樊振东，又通过社交
媒体发布了一则声明，称某女士通过多日跟踪后
确定其酒店房间号，通过酒店前台拿到房卡，多次
非法侵入他的房间。

体育健儿叱咤赛场，诠释了“最美力量”，他
们与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一些公众人物一样，是
最值得追的明星。从这一点来说，公众追捧体
育健儿，其实没什么不好。但追星应该有正确
的方式。像运动员、科学家等“明星”，他们的成
功，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
功夫。粉丝如果一拥而上，干扰到他们的正常
生活与工作，就成了添堵之举。况且，公众人物
的隐私权也应受到保护，肆意跟拍、骚扰、曝光
其个人隐私等，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严重者
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不能非理性追星，尤其不能体育追星“饭圈
化”。追星“饭圈化”，就是把追星当成了“养成类
游戏”，粉丝成了掏钱的“金主”，这就让一些粉丝
觉得可以对偶像呼来喝去。体育追星“饭圈化”，
不仅会影响到运动员的正常训练与生活，也可能
让不少粉丝陷入盲目追星、借贷追星等“陷阱”之
中，最终“双输”。

让公众与运动员保持适当距离，让双方的关
系回归纯粹，这样运动员才不会被“饭圈”乱象所
影响。而粉丝要做的，是以运动员为榜样，多支持
国家队这个集体，从他们身上汲取顽强拼搏的精
神，为构建一个健康和谐的体育环境贡献力量。

（据《湖南日报》戴先任）

防范体育“饭圈化”
让追星回归理性

10 月 14 日，2024 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公告发布，共计招录3.96万人，
相比 2023 年，计划招录人数增加了
6.7％。据媒体统计发现，近5年来，

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招录人数一直呈现“扩招”的趋
势，对比5年前，2024年的招录人数涨幅超六成。

另一个引发关注的变化是，今年公务员招录
的学历门槛明显提升，高学历人才需求量加大。
在整体招录扩大的情况下，要求大专学历为起点
的岗位逐年减少，今年大专生可以报考的岗位仅
有56个，比2023年少了106个。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要求硕博高学历人才的岗
位数量和计划人数大幅度增加。比如，要求硕士研
究生及以上的岗位达到2046个，比2023年多了814
个，共计3756人，比2023年多了1654人；要求博士
的岗位为24个，比去年多出14个，共计31人。

2023年，多个省份的公务员招录对部分岗位
主动放宽年龄限制，带头打破“35岁年龄上限”，被
认为对破除就业门槛、推动职场公平，具有示范价
值。在此情况下，尤其当前还有扩招背景，大幅提
高公务员招录的学历要求，则令人有些意外。

2020年10月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
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

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
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2022年5月1日实施的新《职业教育法》也要
求，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
就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技术技能岗位人员
时，应当明确技术技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
录用、聘用的重要条件。

照理说，要扭转“唯学历论”，给职校毕业生平
等的报考机会，公务员招考要结合岗位对人才的
实际需求，设置合理的招录条件，而不是大幅提高
学历门槛。

要知道，适当降低学历门槛，并不是降低招录
标准。恰恰相反，降低学历门槛，会吸引更多人报
考，扩大了选才面。

如2023年国考中，青海省税务局曲麻莱县税
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三）”这一职位，虽属于“西
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职位”，且只招1人，但该
职位报名审查通过人数却接近 6000 人。原因就
在于，报考该职位的学历要求为大专及以上，同时
对报考者服务基层项目工作经历和基层工作最低
年限无限制。

也有人说，那么多人报考，还不是当“陪考”，
很多报考的大专生不过是“空欢喜一场”，提高学
历门槛“有利于”提高选人的精准性，也让报考者

理性定位、选择。但这还是“唯学历”观念，是对职
业院校毕业生的学历歧视。

给大专毕业生，甚至高中、中职毕业生报考公
务员的机会，倡导的是平等竞争。给不给机会，与
大专生、中职生能不能把握住机会，是两回事。前
者是用学历门槛把职业学校毕业生排除在外，后
者则取决于职校毕业生的竞争能力。

另外，公务员招录职位，也要根据岗位职责，
建立科学的以胜任力为标准的人才考察、评价体
系。如一些技能岗位，就应考察报考者的技能水
平，而不是一味看学历，考察其理论知识。

如果公务员技能岗位能重视技能考察，那么，
职校毕业生相对于本科及以上的高学历报考者，
虽有“学历劣势”，却拥有“技能优势”。这样也能
带头扭转唯学历用人导向，推动形成“淡化学历，
崇尚技能”的人才环境。

对于公务员招录提高学历门槛，也有人认为
这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硕博毕业人数增加“水涨船
高”的必然结果。但这也不是大幅减少大专生报
考岗位的理由。

事实上，要遏制当前的人才“高消费”倾向，形
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就必须坚决扭转“唯名
校”“唯学历”用人导向。很显然，在这方面，公务
员招录理应带头示范。

据《新京报》

智能骚扰

●职业体验师如何为“职场小白”提供更多
参考

——近日，视频博主“池早是我”的一段视频
走红。这位来自成都的“95”后辞职成为“职业体
验师”，半年时间已经体验了30份工作：外卖员、
私人管家、茶馆小妹……这些经历在全网吸粉超
过600万，不仅粉丝开了眼界，也改变了她自己的
认知。一定意义上说，“职业体验师”属于“职业
探路者”，自身需要勇气，也需要社会支持。做好

“职业体验师”，既能解决从业者自身就业，也能
造福社会各方。

●震慑“谣棍”得狠打七寸
——10月12日下午，一则关于广州地铁遭遇

恐怖袭击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经调查，图文皆
为编造。警方迅速辟谣、抓获“谣棍”，让很多人
悬着的心暂时放下，但如此“爆炸性新闻”已经给
社会秩序带来了危害。信任是一个社会最为宝
贵的公共资产，绝不能任由网络“谣棍”破坏动
摇。相关部门发现一个抓一个、罚一个是必须，
也要将“处置结果”广而告之，以形成更广泛的震
慑效力。

据《楚天都市报》

“ 您 好 ，这 里

是××客服，请问您

是否已经收到派送

的包裹……”“好久

不见，××平台给您

发了一张优惠券，记

得来看看哦！”它们

都是由 AI 客服打来

的。电商平台、金融

房产、物流通讯、消

费旅游等行业，由于

需要大规模拓客沟

通，成为智能客服电

话骚扰的重灾区。

（据《杭州日报》勾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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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招录不宜大幅减少大专生报考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