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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季马上到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
面。

在封校以及当下疫情防控措
施没有完全解除的情况下，许多
高校毕业生没有在校，就业信息
不灵、交流不畅，投放就业申请以
及应聘面试等就业前置环节都长
时间处于停滞状态，就业过程受
到了难以挽回的影响。另外，相
当多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源，同
样在疫情的冲击下处于被动应对
状态，自保自救不暇，忙于复工复
产，在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很难确
定用人招工计划，甚或取消了既
定的用人招工计划。

对 于 这 种 局 面 ，高 校 、毕 业
生、家长和社会都应该做好相应
的心理准备。因此，必须妥善处

置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助力今
年 874 万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让
高 校 毕 业 生 在 人 生 的 关 键 节 点
上，体验和感受体制和机制的优
势所在、力量所在。

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
困难局面前所未有，不仅是因为新
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生产、生活和社
会运行既有的秩序与节奏被打乱，
而且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形成
的需就业数量，也是这种困难局面
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往的经验表明，在短时间内
消化 874 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即使
在经济体量如中国之大的容纳能
力下，即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也不是一件易事。所以，此情此
景，不仅是对在防疫抗疫中优势彰
显的体制和机制的考验，也是对40
年经济高速发展成果所应形成的

抗风险能力的检验。
在体制和机制上，高校本身以

及用人雇工单位，都是全国一盘棋
上的一颗棋子。这就为政府统一
步骤，安置高校毕业生提供了刚性
框架。4月 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要求，应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促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为此，要加大
力度支持稳企业、拓岗位，吸纳毕
业生就业。

不 论 今 年 高 校 毕 业 生 就 业
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局面，高校毕
业 生 的 稀 缺 性 都 不 会 消 失 。 从
长远看，作为中国劳动力中的高
素质人口，高校毕业生会在未来
成为“抢手货”。事情明摆着，在
老龄社会到来、劳动力总人口下
降的情况下，哪个地方拥有的高
素质人口多，哪个地方就拥有未
来。

妥善处置，助力874万高校毕业生就业

今天，我市中小学此前尚未返
校的学生全部复学。

终于返校了！
同样的五个字，在你和父母读

来，却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语气与心
境。正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再
漫长的等待也会有结束的一天。
纵然依依不舍，可我们还是更喜欢
趋于正常的生活。

如果有机会，你能回到 100 多
天前，会给 1 月底的自己说点什么
呢？是提醒自己别老想着一口气
把寒假作业做完，反正开学返校会
一延再延；是催促自己拉上三五死
党闺蜜，赶紧去商业街、美食城、
KTV“逛吃唱”一轮；还是故作高冷
地说：“没时间解释了，快买口罩、
酒精、消毒液！”

看来，逞凶一时的疫情并没有
抑制住你信马由缰的脑洞大开，终
究到来的返校也没有冲淡你一如

既往的乐观开朗。年轻，真好！
可惜，时光却是这般无情。假

以时日，你终究会明白2020年春天
的中国故事，会看懂父母用笑容勉
强掩饰的焦虑，会认识到自己原来
已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当然，曾经
的脑洞戏谑或许会被视作十足的
幼稚天真，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这
就是年轻该有的样子。年轻，就是
有着万千种的可能。

然而，这种可能得来殊为不
易。同样是在 1 月底，武汉医护人
员组成突击队，“不计报酬，无论生
死”“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铮铮誓
言犹在耳畔；钟南山院士面对镜头
说“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
市”，潸然泪下令人动容；数万名医
护工作者星夜驰奔，河南、山东、江
苏、湖南等省对口支援……

火，烧不裂；水，冲不散；病，击
不垮；谣言，撬不开。这是何等团

结的国家，又是何等坚韧的民族。
万千坚守的人群中、万千逆行的人
影里，“50 后、60 后”与“90 后、00
后”并肩挺立。在红区病房里、在
社区村口处、在国门哨位上，他们
告诉世人什么叫有未来的国家、什
么是有希望的民族。

答案在风中飘扬，在1998年的
长江大堤上、2008 年的汶川群山
中、2020年的武汉春天里回响。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同学们，这
得来不易的课堂上，有属于你的团
结与坚韧、磨砺与担当。石块会让
生活的水流迟滞，但改变不了百川
归海的方向。

多年后，当年轻的朋友已不再
年轻，被家里不想开学的小朋友闹
得郁闷时，或再勾起往昔记忆。你
可能会轻描淡写地说：“小家伙，不
就是开个学吗？能有我们当年难
吗！”

请记住这场难忘的返校

□
光
明

在短时间内消化874万高校毕业生就业，不仅是对在防疫抗疫中优势彰显的体制和机制的考
验，也是对40年经济高速发展成果所应形成的抗风险能力的检验。

同学们，这得来不易的课堂上，有属于你的团结与坚韧、磨砺与担当。石块会让生活的水流迟
滞，但改变不了百川归海的方向。

云南丽江一家办了 20多
年的民办幼儿园，因疫情至
今仍未开学。幼儿园目前有
70 多名教职工，要支撑下去
每 个 月 至 少 需 要 30 万 元 。
迫于无奈，他们开起了包子
铺生产自救。

本来是小事一桩，没想
到却引发网友激烈争论，甚
至一度被吵上微博热搜。

虽然大多数网友认可幼
儿园的行为，认为这是一件

“很温暖的事”，但也有人表
示很不理解幼儿园的行为，
甚至很偏激地认为如果家长
不买食品，涉事幼儿园就会
针对相关的孩子；还有的网
友甚至没看完报道，就质疑
幼儿园有没有生产资格。

民众当然都有在公共舆
论场自由表达的权利，但无
论是反对还是赞成，都必须
基于客观事实，而非躲在键
盘背后肆意发表一些诛心言
论。

从目前新闻已知的信息
来看，这家幼儿园之所以开
包子铺，根本原因当然是疫
情之下幼儿园需要自救的现
实。因为有家长认为“幼儿
园的早餐味道很不错”，该幼
儿园在小范围尝试后，赶紧
办了个体工商户执照和食品
经营许可证，并租赁了新的
店面。也就是说，这是完全
合理合法的经营。

学校与家长的利益本身
就是统一的。因为疫情开不
了学，其实不只学校着急，家

长也感同身受。可目前看，
部分网友毫无缘由的恶评、
质疑，是对幼儿园这种积极
生产自救行为的打击。

从 更 深 层 次 的 角 度 来
看，幼儿园开包子铺自救，不
仅不是“不务正业”，反而是
在危机之下发掘潜能进而寻
求逆境重生的现实样板。而
对于社会而言，这样的选择
和行动，也有利于充分活络
社会资源，助力复产复工。

古语有“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有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些
古谚与名句，用在形容“幼儿
园开包子铺自救”这事上，再
贴切不过。

对于这样的情况，社会
和公众层面，不仅不应该冷
嘲热讽，充满戾气，还要多些
理解和包容，对他们生产自
救的行为有基本的尊重。

当然，我们也应意识到，
从实际效果来看，现在每天
平均能卖 70 单的包子生意，
相比于幼儿园每月 30 万的
花费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所以，对于这样的生产自救，
在鼓励支持之外，更应从政
策层面给予他们更有实质性
的帮助，让他们生产自救的
能力更稳固有力。

进一步而言，对于现实
中各种版本的“跨界自救”，
都应有相应的政策和机制支
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
正实现“化危为机”，早日回
到常态生活。

幼儿园开包子铺
别用“恶评”打击生产自救

四川通江的李老师，在
五一期间兼职送外卖，被自
媒体报道后引发网友热议。
目前，他已辞去兼职。

有意思的是，与最初很
多质疑的声音不同，李老师
辞职后，力挺他的声音又占
了上风。舆论的反转，大概
会让李老师及其妻子想不
通，节日期间兼职送个外卖，
碍着谁了？

没错，老师是高尚的、奉
献的职业，但组成这一群体
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是人，就有生存和发展的需
求，这需要物质的支撑。当
工资负担不起需求时，不通
过其他途径找钱，又能怎么
办呢？

当然，一切的一切，要在
不违反相关规定，不影响正
常教学的前提下。

很多人之所以质疑、批
评，主要是将做兼职等同于

“不务正业”，担心老师影响
教学。这要具体案例具体分
析。新闻中的李老师，做兼
职不是为了生计，据他自己
说是：既把送外卖当锻炼，改
善自己的高血糖；也是想增
长见识，拓展“三尺讲台”外
的生活圈。好身体、长见识，
都对当好老师有促进作用，
我看到的，是一个对自己有
进步要求的老师。

前段时间，网上不是流
行 一 个 词 ，叫“ 副 业 刚 需 ”
吗？很多人认为，年轻人“搞
副业”，要么是为生计所迫，
要么是为兴趣买单，总之，也
是挺上进的事儿。

一句话，对个别老师做
兼职，送外卖也好，开网店也
罢，只要不违反规定、不占用
正常教学时间，社会不妨多
点宽容，没必要搞道德绑架，
把他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
的样子。

老师兼职送外卖引争议
你有“副业刚需”吗？

幼儿园开包子铺自救，不仅不是“不务正业”，反而
是在危机之下发掘潜能进而寻求逆境重生的现实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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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外卖也好，开网店也罢，只要不违反规定、不占用正
常教学时间，社会不妨多点宽容，没必要搞道德绑架，把他
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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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民间借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民间高息借贷等，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
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新华社发

禁止高利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