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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根据工作需要，平顶山市中业公司通
过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市场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保安40 人。派往大型国有企业工作。招
聘条件如下：

一、岗位要求：男性，身高 165cm以上，
年龄不超过35周岁，高中及以上学历，本市
户口人员、党员、复转军人者优先，有较强的
责任感，服从领导分配和安排、团结同事、遵
纪守法、品行端正、能吃苦耐劳。

二、录用后的用工形式：应聘人员经考
试、体检及培训合格后，予以录用，与平顶山
市中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三、薪酬待遇：工资 1910元/月，加班、夜

班等另有补贴，并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纳社会
保险。

四、报名时携带资料：身份证、户口簿、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5份，一寸彩照4张、二
寸2张，公安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纪证明及
未参加法轮功邪教等非法组织证明。
报名时间：2014年 10月14日起至2014年
10月20日止。
报名地点：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市场（市中兴
路北段劳动局一楼）。
报名电话：2912115 6151777

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市场
2014年10月14日

招 聘 简 章

摘要┃虽 然 国 外 的
“协会”大多的确是通过企业
的赞助来召开“学术会议”，
但其却有着“严格”的透明化
规定，“协会”接受的每一分
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都给
社会交代得清清楚楚。反观
中华医学会“创收”8.2亿元
巨资，却无人知晓这些钱“去
哪儿了”？社会组织、慈善公
益组织在中国为什么屡曝

“黑幕”？信息不透明是表，
面对违法违规的行为，行政
管理部门行政不作为是根。

根据国家审计署6月份公
布的对中华医学会的审计报
告，中华医学会利用学术会议
收取赞助 8.2 亿人民币。3 个
多月过去，国家行政主管机构
未对其出具处理意见，中华医
学会本身也无对外公开的整
改措施，而数以亿计的收入去
哪儿了？章程规定的“公益
性、学术性、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的中华医学会，何以至此？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规定，中华医学会接受、
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应
当向社会公开，而时至今日，在
媒体多次追问之下，并无公开
的迹象。同样，根据《条例》，中
华医学会从事营利性活动或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筹集资金或者接受、使用捐
赠、资助的”应处理相关责任
人或者吊销登记证书并没收
违法经营所得，并处以违法收
入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面对国家审计署查实、通

报的违规行为已有 3 个月之
久，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根据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
相关规定，对中华医学会做出
行政处罚的决定？

1915 年成立的中华医学
会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和行
业影响力，却借学术会议收取
巨额赞助费等。发生这样的
事情，其损害的已经不仅是社
会公众对中华医学会的信任，
而是加剧了整个社会对医疗
行业的“不信任”。

虽然国外的“协会”大多
的确是通过企业的赞助来召
开“学术会议”，但其却有着

“严格”的透明化规定，“协会”
接受的每一分钱花到什么地
方去了，都给社会交代得清清
楚楚。反观中华医学会“创
收”8.2 亿元巨资，却无人知晓
这些钱“去哪儿了”？中华医
学会的财务不透明，并非国家
没有相关管理规定，而是这些
管理规定并没有得到有关部

门的执行。
社会组织、慈善公益组织

在中国为什么屡曝“黑幕”？
信息不透明是表，面对违法违
规的行为，行政管理部门行政
不作为是根。

为什么国家花大力气规
范医疗行业的种种弊端，而中
华医学会却利用自己特殊的
身份，在“药厂”和“医生”之间
大发其财？

一方面是这些组织的领
导人忘记了“组织”的宗旨，把

“组织”利益最大化作为行为目
标；一个方面在行政监管方面，
对社会团体的财务信息公开不
够重视，而让那些“市场化的掮
客”有了可乘之机。中国的社
会团体、公益组织如何重建社
会的信任，根本的解决之道是
相关部门首先要根据相关的
法律、法规切实履行自己的监
管责任，而不是国家审计署已
经发现中华医学会严重违规的
时候，自己还在那里“不吭声”。

中华医学会“灰色生意经”谁管？
□论风生

十一刚过，多地再现重雾霾，面对社会各界的
“责难”，多位环保局长大倒苦水：“雾霾我根本管不
了。”

弥漫在空气中的雾霾，黏黏糊糊，一动不动，死
气沉沉，凝住了时空，凝住了思绪，让人恐惧。它弥
漫在角角落落，让空气更污浊，让交通更拥堵，让呼
吸更压抑，在悄然改变着公共生活。中国工程院院
士钟南山更是曾经表示，雾霾比非典可怕得多，谁
都跑不掉。面对这种糟糕的境况和被动的局面，各
地治理雾霾的“雷声”不可谓不大。

但“雷声大”往往意味着“雨点小”，在治霾这场
战争中，有些地方口号震天，但行动迟缓，秸秆禁
烧、交通限行这些不痛不痒的做法往往都高调做做
样子，但是涉及地方经济切身利益的污染企业关停
并转却无实质性进展。很多地方被压被砍的都是

“苍蝇”级的小企业、小作坊，真正的排污大户关停
并转遥遥无期。更为重要的是，就像环保局长所说
的：只要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不点头”，像“三高”企
业这样的污染源，环保局管不了、治不了、关不了。
由此来看的话，环保局长“雾霾我根本管不了”的诉
苦，倒真是一句“大实话”。

但如果“根本管不了”真的是一句“大实话”，我
们要追问的是：雾霾治理难道真的无计可施无药可
救了吗？如果我们能有治理“非典”那样的态度和
决心，那样的铁腕和治理手段，依法办事，从严问
责，到那时还有人敢言“根本管不了”吗？由此来看
的话，“根本管不了”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根本管不了”到底是大实话还是大谎言，取决
于治霾的决心、态度和手段。坐实真话，还是揭穿
谎言，是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根本管不了雾霾”
既是实话又是谎言

□石敬涛

看央视2014“最美孝心少年”事迹令人心痛：10个孩子中父或母离家出走4人，
父母离异都不管家1人，妈妈去世3人，父或母重病2人，孩子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
担。媒体褒奖孩子的同时有没有想过孩子的权利如何保护？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父母
如何惩处？我国的法律底线何在？

——关颖（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院）

近日教育部公布高校师德“红七条”，其中禁
止“性骚扰”一项广泛受到关注。在这个背景下，
10 月 10 日发生的四川美院副教授王小箭于公共
场合性骚扰两名女学生事件，更加引人深思。

从事后曝光的照片看，王小箭对两名女生有
明显身体接触，若违背当事人意愿，属性骚扰无
疑。王小箭目前已就此事做出道歉，承认存在“失
当行为”。四川美院也已做出回应，对其“违反教
师行为规范”做出取消教学科研资格、降低退休待
遇等处理。但稍早前，王小箭并不认为自己做错
了什么，只承认这是一个“泛师德问题”。

王小箭这么说的理由是，他已退休，不再算老
师，再者这两名女生不是他的学生，他没权力迫使
她们做什么，所以和师德无关。他还认为，所谓“性
骚扰”需要当事人自己才能举报。别看这位高校副
教授行为不检点，关键时刻还挺会“脑筋急转弯”。

且不说王小箭事发前还带着研究生，即便已
完全退休，也仍属于教师队伍中的一员，理应遵守
师德规范。尽管两名涉事女生非他本人的学生，
但二者间乃师生关系无疑，并不是说只要不是自
己班级的学生，就可以“骚扰”之。不过，王小箭关
于“泛师德问题”的这番说辞提醒我们，在对“性骚
扰”进行认定与处理上，应有更加清晰的定义以及
更为规范的约束机制。这就需要在立法层面有所
突破，而不应囿于师德规范。

近些年来，校园性骚扰事件时有发生，不同学
校处理方式却有所不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有
之，草草了事者有之，事情不闹大不处理者亦有
之。其中原因之一，在于对性骚扰的定义不同，而
这背后又是相关道德规范缺失、法规滞后所致。
如近日出台的高校师德“红七条”，仅是一个简单
的禁止性道德规范，具体“裁量权”仍在高校。在
相关法规方面，虽然《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禁止
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其弊端也很明显，因为它显
然无法对“性骚扰”行为做到“全覆盖”。

遏制校园性骚扰，更应立足于专项立法高度，
从全局性着眼，将相关行为纳入法律约束范畴。
王小箭性骚扰事件为此提供了最新例证。虽然学
校已对此事件进行了处理，但反过来想，若非此事
被曝光，引起公众热议，学校会如此迅速做出回应
吗？进一步讲，若有法规作为支撑，不仅相关道德
规范可操作性更强，学校介入处理时才有法理依
据。当然，这更有利于当事人拿起法律的武器，理
直气壮地对校园性骚扰说不。

（相关报道见昨日本报A4版）

校园反性骚扰
不应囿于道德规范

□顾昀

报载，在国庆节刚上市的京东
商城除去常规的大促销外，还在节
前高调地推出了又一款精心策划的

“白条”产品——校园白条，宣称以
“方便学生赊账消费，提高学生购买
热情”为宗旨。诚如京东所预期，半
个月的数据显示，“校园白条”已普
遍被接受，在学生白条用户中，使用
分期方式的达40%。

是的，京东用“低利率”打白条
买东西方式，着实吸引了校园内的
学生用户，但是，笔者不知道在感到
便捷的同时，“白条学生”能否经受
住理财能力的考验。因此，笔者对

“校园白条”表示深深的担忧。
说心里话，虽然对“先消费，后

付款”的消费形式抱着敬而远之的
态度，笔者并不排斥年轻人如此行
事，但要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把握
在“可控”之内，因为不单是本文谈
及的“校园白条”，就是对在较长时
间内银行在社会上推出的信用卡，
笔者也知道因为过度“透支”而无力
偿债的不是个别现象，而因此引发
的社会负面问题（抑或悲剧）也时有
所闻，有些还酿成了一些恶性的社
会事件，令人触目惊心。

笔者无意就此臆测和贬损京东
的“校园白条”，但不怀疑的是我们
的在校学生面对“校园白条”的优惠
便利，面对汹涌而来的形形色色的
消费欲望，能把持住自己吗？能淡
定自若吗？

所以，忧虑之后笔者想请我们
的校方对“校园白条”给予关注并客
观评价，得有相关的“预案”；想请我
们的学生家长也针对“校园白条”告
诫叮嘱自己的孩子，花钱要节制；最
后也想请全社会对“校园白条”给予
一定的关注，防患于未然，千万别等
出了“情况”再“亡羊补牢”。

深深地为
“校园白条”担忧

□韩为卿

从研究会、促进会到学会、协会，原本是民间性质的社团组织，如今却是干部“扎堆”，
“官味”十足，有的甚至沦为不当利益的“输送带”和“四风”蔓延的“灰色圈”。

湖南清理在社会组织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4332人，新疆排查出983人，山西清理兼职的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544人……继中央巡视组前不久专门指出“干部兼职过多”问题，少数省份相
继晒出“两栖干部”清理“成绩单”。尽管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的问题屡被诟病，但这样的数字
依然令人瞠目，社团组织在官员腐败中扮演的角色也引起社会关注。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