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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引人不能只靠“户口和房子”
新闻：5月 1日9时许，湖北高速交

警利川大队民警在白羊塘服务区对一
辆川籍轿车驾驶员进行例行检查，该驾
驶员出示一张驾驶证，有效期2015-07-
21至 20212-07-21，按有效期显示该驾
驶员怕是还要再活一万多年。民警告
知后，男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讳，还一直抱怨做假证的人太不专业。
（澎湃新闻5月5日）

点评：还想违法一万年？

新闻：湖南商学院下发通知，五一
假期后，通过技术手段禁止学生周一到
周四 23时至次日 8时在寝室玩游戏。
校方表示，新规定主要应用于校内网，
对于学生用流量上网没有限制，不影响
其他操作。（广东共青团5月7日）

点评：用心良苦。

新闻：据报道，大众汽车集团监事
会正在调查前任和现任董事是否必须
为尾气门丑闻带来的亿万欧元的损失
承担法律责任，赔偿企业损失。大众前
总裁文德恩可能会因此付出沉重代价，
甚至可能丧失所有个人财产。（中国新
闻网5月7日）

点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新闻点评

抢人才必须抛弃“解决户口和房子”的老旧思路，要打破体制，不断打造留住人才的“软环境”，提高
政府的开放程度、尊重市场法治规则、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降低人才政策门槛等。

外包官微出错，别只让“小黄鸡”背锅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政府官微此番被“小黄鸡”拖下水，本质问题仍是个别官微尤其是基层官微形式主义的倾

向，对信息公开和民意收集工作的怠慢。

□谢良兵

近日，一组题为《这些城市，正在拿命欢
迎你》的漫画刷爆朋友圈。漫画将最近一段
时间，中国各大二三线城市抢夺人才的情景
生动再现。似乎一夜之间，再创历史新高的
820 万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不再是一件困难
的事情。

大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杭州、成都、西
安、武汉、郑州、长沙等20多个二三线城市突
然集体加入抢夺人才的战役，纷纷推出落
户、买房、补贴等各种优惠措施。

在争夺人才的手段上，各城市也大同小
异，区别只在于谁比谁更“低门槛”。比如落
户的学历门槛上，从本科降到大专，再降到中
专直至拥有专业技能即可；在购房的措施上，
也是从提供贷款到提供补贴，再到对高端人
才的赠送。正如漫画所言，真是“拿命”在抢。

人才对城市的作用毋庸赘述，以各种政策
吸引人才是必要的。然而，光靠这些就够了吗？

仔细分析国内这一波的人才大战，我们
会发现，其策略几乎都是“户口+补贴”的模式。

尤其是户口。国内城市除了一线城市
有国际抢人的底气，其余二三线城市将抢人
的主要目标定在国内似乎更为合适，也更有
的放矢。

尽管中国有户籍限制，但除了北京、上海
等城市外，中国其他城市的落户并没有想象
中的困难。所以，户口不应该成为吸引人才
的主要手段。很可惜，这一波的各城市抢人
宣传，几乎都将落户放在了优惠政策的首位。

户口当然重要，但对于求职者来说，并
非雪中送炭的东西，只能算锦上添花。否
则，就不会出现“逃回北上广”的人才回流
现象。

那么，对于求职者或者人才而言，什么才
是最重要的？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对人才
的吸引力效应可窥一斑。这些城市凭借高度
集中的经济资源、教育医疗社会资源、完善的
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等优势，长期
雄踞国内人力资源市场的顶端。

一要有大量的合适的就业机会。也就
是说要有适合人才发挥才能的岗位，否则，
这一波的人才大战很可能最终沦为真正的

“抢人”，而非“抢人才”。庆幸的是，因为互
联网的发达，二三线城市至少在创业方面，
已经和一线城市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二要有发达的经济与产业结构。增加岗
位数量、提升岗位质量，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壮
大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抢人同样离不开产
业。从广撒网到“专业化”揽才，城市越来越知
道自己想要什么“人”，有的城市比如厦门、南
昌，就专门聚焦到一个产业进行“人才专攻”。

三要有利于留住人才的软环境。人才
引进来，还要留得住。一线城市除了机会
多，更重要的是，更公平、更自由、更包容。
比如深圳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
也是深圳这么多年来经济和创新力高速增
长的重要原因。

因此，抢人才必须抛弃“解决户口和房
子”的老旧思路，要打破体制，不断打造留住
人才的“软环境”，提高政府的开放程度、尊
重市场法治规则、提高社会服务能力、降低
人才政策门槛等。毕竟，真正的人才渴望的
是事业，这可不是简单的户口和房子就能解
决的。

□思凝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我仿佛听
见了一群蚊子在嗡嗡嗡”……近日，安徽省
池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的官方微信出现了
如此“牛气”回复，让网友“惊呆了”。

对此，该微信平台第三方运营机构中国
联通池州分公司回应，此次“意外”是一款智
能对话软件“小黄鸡”自动激活所致，并非人
工回复。目前，贵池区信息办已启动相关责
任人问责程序。

平心而论，贵池区对此事的解释大概率
是真实情况，很明显，这种缺乏对话逻辑、驴
唇不对马嘴的回复，不太可能出自一个微信
运营者之口。

但让“小黄鸡”来背这口黑锅，于这只
“鸡”而言，也不免委屈。要知道，运营团队
让“小黄鸡”当发言人这事，简直是强人所
难，不，应该是“强鸡所难”。

“小黄鸡”算得上是首款自动聊天软件，
可以追溯到2002年，也曾火过一段时间。但
它的“火”并不是因为它有多智能，而是由于
它有趣、会卖萌、擅长插科打诨。换句话说，

它并不是现今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助理”，为
用户解决问题也不是它的本职工作。相反，
它就是为漫无目的聊天、为了“被调戏”而生
的。

运营方让这种跟“政务”八竿子打不着
的自动聊天工具掌握发言权，要不就是太落
后以至于不专业，要不就是对这份工作并不
上心，信奉在官微里嬉皮笑脸、插科打诨即
可蒙混过关。

这么看，出问题也是早晚的事儿。这个
公司或许还应庆幸，此次只是引来“牛气”

“神回复”的吐槽，搜索用户评价不难发现，
这只“小黄鸡”除了“贫”以外，还挺“污”。在
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前，发现了漏洞，也算是
亡羊补牢。

因此，发生这样的闹剧，第三方运营者
的责任当然无可推卸。但是不是因为一个
不专业的运营团队，就要把“官微外包”一棒
子打死呢？

也不尽然。对于一些基层部门来说，高
效、专业地运营“两微”的确有现实困难：或
者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或者忙于千头万绪的
基层工作而分身乏术。由此导致的大批僵

尸微博、公号也屡遭诟病。而电子政务外
包，把专业工作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不仅可
以节约人力资源，还有助于相关部门专注于
职能本身、提高公众服务品质。

也因此，“官微外包”无可厚非，甚至是
种趋势。但这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专
业靠谱的运营者和尽心尽责的政府部门。

官微的主要作用在于信息公开和传达
民意。而专业靠谱的运营者，一是能够通过
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提高信息传播的效
率；二是能够及时将民众的意见建议整理归
纳反馈给部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当
始终在场，以尽心尽责的工作，利用好官微，
让官微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
贵池区人民政府对第三方撒手不管，疏于管
理，难逃失职之嫌。

官微外包，应该是“如虎添翼”而不是
“断尾求生”。贵池区政府官微此番被“小黄
鸡”拖下水，本质问题仍是个别官微尤其是
基层官微形式主义的倾向，对信息公开和民
意收集工作的怠慢。因此，此次事件最该反
省的不是“小黄鸡”，而是明明有“两微”却不
善利用的某些政府部门。

□果冻

如今二手转让很流行，除了二手
手机号码。手机号码被弃置不用后，
会重新进入选号系统，被下一个用户
启用，这是运营商选号系统的“潜规
则”。二手号码已经成为目前选号系
统内的主流。据媒体报道，很多用户表
示，二手号码为自己带来不同程度的烦
恼，如登录上他人账号、不能注册 APP
账号、看到前号主的隐私等。运营商方
面表示，目前一手号码“几乎没有”。

有电信专家表示，应用程序提供
商要考虑到类似问题，在设计应用程
序时就将二次验证问题设计在内。我
觉得这个建议虽然不错，却有转移话
题之嫌。不如先说说那么多二手号码
是怎么来的。手机号码之所以被弃之
不用，我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是运营商
不允许“携号转网”造成的（近期还看
不到这一政策落实的希望）。套餐太
贵、信号不好，消费者想转网，却只能
放弃旧号启用新号。号码携带既能节
约号码资源，号码数量减少又能在打
击电信犯罪时缩小范围节省人力，本来
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就因为运营商为了
搞垄断而设置壁垒，让消费者不仅要承
受换号的高成本，还要意外承担二手号
码的恶果，怎么都说不过去。

明确了这个，再来谈二手号码的
问题。如今的手机号不仅是通信方式
而已，它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网络时
代个人身份证件之一。登录转账，都
会让你输入手机号，获得动态密码。现
代社会里，带有真实个人身份信息、可
能泄露个人隐私的符码标识，不能以纯
粹的商业服务视之、管理之，而应以准
个人身份证明的规格来进行规范。

第一，开卡时要尊重消费者的知
情权，让消费者知道号码是新号还是
二手，有选择余地。第二，要让消费者
了解二手号码的风险，尤其二手号码
交易不像其他交易，购买者不知道前
主人任何信息———是不是欠债的
主，是不是城市牛皮癣常客、曾经被

“呼死你”呼停过。要让运营商弄清每
一位停机机主的身份和经历，这个成
本太高，几无可能，但是否能够告知二
手号码的风险，让消费者购买前慎重
考虑呢？第三，对于弃用号码的消费
者，应用程序服务商、网站也应该尊重
使用者抹除网上电子痕迹的权利，并
提供相应便利。否则，携号转网无法
实现，销号停用又困难重重，消费者只
能一路遭殃，成为唯一的输家。

二手手机号
带来的烦恼咋消除？

近年来，一些网络自媒体编造传播经
济领域虚假信息事件时有发生。这些谣
言以其较大传播力和迷惑性，频频引发市
场波动和公众恐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究其原因，少数自媒
体野蛮生长，以谣博名、以谣博利是根源。

公安机关表示，利用网络散布虚假信
息，特别是图一己之利损害公共利益，扰
乱正常社会秩序和市场秩序，社会危害性
极大。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对利用
网络从事非法活动的违法犯罪人员，公安
机关将依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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