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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疫情防控常态化，更应疏通经
济的“毛细血管”——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

3 月 29 日，上海发布《全力抗疫
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其中的关键词既有“减、降、免、退、
补、扶”，也有“企业、商户、个人”
等。两者的动宾结合指向什么，不
言而喻。

近期出手帮扶小微实体的，还
有国资委。国资委近日通知各央
企，根据疫情级别，凡租赁央企房屋
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6个
月或3个月的租金。

疫情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
税、租金、金融等各方面支持经济实
体的政策，不一而足。翻翻今天的
晚报，高新区 11名创业者，包括 4家
企业，获得创业担保贷款 791.2 万
元。

把这些新闻连连看，它们的内
在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尽最大努
力帮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
疫情关，保发展、保就业、保民生。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庞
大，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很重
要。它们一方面要焕发活力、自我
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接纳就业、繁荣
经济。

今年夏天，我国将有 1076 万大

学毕业生踏入社会。有没有足够的
工作岗位接纳他们，要看经济的繁
荣程度。

近日看到一个视频，一个毕业
于天津大学的外卖小哥对着镜头
说，学历不重要。总觉得这句话有
点儿不对劲，细想恍然大悟：以前说
学历不重要，是工作岗位不嫌学历
低；现在说学历不重要，是高学历者
主动俯就不需多高学历的基层岗
位。

高学历者进入基层的体力劳动
岗位，将挤压选择机会更少的底层
就业者。仅从这个角度讲，就要给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释放更多政
策善意。

用政策温暖小微实体

⊙懂得

互联网大厂将裁员玩出了“新
花样”。

据媒体报道，日前有网友爆料
称，京东 HR 将裁员信称之为“毕业
须知”，并在开头写道：“毕业快乐！
恭喜您从京东顺利毕业！感谢一路
相伴！”

在一些网友看来，京东的这句
“恭喜毕业”有些用心良苦，甚至用
“高情商”一词溢美，但更多网友并
不买账：既然裁员信写得如此“情谊
满满”，能不能选择留级？谁也不想
被强制毕业！

对 于 员 工 来 讲 ，京 东 估 计 是
他 们 很 不 想 毕 业 的 学 校 。 裁 员
意味饭碗的丢失，是风萧萧兮易
水 寒 、壮 士 一 去 兮 不 复 还 的 凉
意；是前路茫茫不能明辨方向的
迷茫，是要重新跳入千军万马的
择业大军中血拼的悲壮……上大
学 的 儿 子 看 到 这 则 新 闻 后 直 抒
胸 臆 ：什 么 情 谊 ，不 过 是 一 种 讽
刺。

诚然，互联网公司野蛮生长的
时代已经翻篇，企业经营不景气
或 结 构 优 化 时 都 会 遇 到 裁 员 问
题，但分手时的这句“恭喜毕业”
怎么看都刺眼。人与人之间的尊

重，不是事情要怎么样，而是你有
没有诚意告诉对方，事情为什么
这样。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更应
如此。

有次乘电梯，刚到门口却滑了
一跤，有几个乘客在电梯里笑出了
声。尴尬和无力感让我的眼泪几欲
破防，一个乘客送来安慰：“地板太
滑，没事吧？”忍住疼痛，我撑着站起
来：“没事儿，故意的，就是想让大家
笑一笑。”我笑，大家也笑。无法想
象，换成有人说“恭喜摔跤”，心里会
是什么味道。

所以，自黑这种事儿，还是由跌
倒的人来做吧。

“恭喜毕业”？宝宝心里很苦！ ⊙王月

下雨天走在路边，汽车飞驰而
过，自己被溅一身泥水，仿佛“落汤
鸡”。宁波余姚的小傅同学和妈妈不
肯委屈，怒而报警，结果亮了：驾驶员
被罚200元。这事儿冲上微博热搜，
网友赞了：“第一次知道被车子溅一
身水可以报警，交警还会受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第 64 条规定：“机动
车在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时，应
当停车察明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
通过。”可见，雨天行车应减速确有
法律依据。

有法律依据的事“第一次”被知
道，在于多数人遇到这种情况虽气
得跳脚，却少有人较真。

小傅同学坚决维护自己的权
益，妈妈骑车追赶肇事轿车记下车
牌号，交警现场查看取证——三个
人的共同较真让不文明开车行为得
到惩戒。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往往在细
枝末节中体现。《平顶山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中的“文明行为基本规
范”也都是看似小之又小的事，但要
将这些小事做好并不容易，因为它
涉及的范围广，针对的对象多。

文明不仅需要个人的自觉，更
需要法规制度的约束和社会成员的
监督，而受理部门快速反馈，则让较
真者有了较真的底气。

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高度。
文明城市创建也是这样，只有人人紧
盯身边小事，该较真时就较真，让制
度的板子高高举起、重重落下，让不
文明者付出代价，陋习才能慢慢改
掉，市民的文明素养才能得到普遍提
高，才能夯实城市文明的基础、激发
城市文明的活力。

该较真时得较真

文┃肖世尧

同一天里，中国男足和 U23 男
足先后迎来比赛。这一天，中国足
球结束了一段征程，又踏上新的漫
漫长征。

3 月 29 日，中国男足 02 不敌
阿曼队，结束世预赛 12 强赛全部比
赛。又一次冲击世界杯失败，老一
代球员的历史使命，也随之走向终
点；U23 男足“迪拜杯”03 负于阿
联酋队，获得赛事第四名。年轻球
员初出茅庐，进入公众视野。

用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方式，
中国足球走向更新换代，开启下一
个四年。

关于过去四年的成败得失，中
国足球需要心平气和、客观冷静地
反思。有些困难与足球无关，比如
因为疫情失去主场和缺少比赛，俱
乐部母公司受多重因素影响引发财
务危机；但更多问题都是中国足球
自身原因：主教练不断更迭，联赛动
荡影响备战，普遍欠薪动摇球员基
础，长期忽视青训导致阵容老化，归

化政策难以为继……
究其根本，中国足球的问题都

不外乎“折腾”二字。出现问题总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然后按下葫芦
浮起瓢。在关乎足球发展的根本
性、方向性议题上，往往又缺乏定
力，不能攻坚克难。《中国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已七年，但足球
改革中的很多关键问题依旧没能解
决，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足球生态依
然没有大的改善。

失利本身并不可怕，真正可怕
的是失利没有带来应有的警醒和改
进。我们总在反思，但还是继续陷
入“失利-折腾-再失利”的恶性循
环。因此我们更要反思，以理清现
状，找准症结，下定决心为未来发展
明确方向。

无论是扎根青训还是联赛为
本，都已是老生常谈。单从国家队
层面来讲，年轻化是足球运动的规
律，多年来一直“青黄不接”的国足，
人员更替势在必行。半年后，U23国
足将参加杭州亚运会。而一年后的
本土亚洲杯，两年后的世界杯预选

赛，也要很大程度上仰仗这些年轻
人。

世界足坛发展变化极快，中国
足球绝不能闭门造车。百练不如一
赛。在做好防疫的基础上，我们
要 尽 可 能 为 年
轻球员“走
出 去 ”
创造条
件 ，争
取 把 失
去的两年夺
回来。

目 前 ，中
国 足 球 确 实 陷
入了低谷。竞技
体 育 的 成 绩 是 重
要标尺，当国家队成绩
不 佳 时 ，遭 受 批 评 在 所 难
免。所有足球从业者，要有是
非在己、毁誉由人的定力，学会
与批评共处，用一点一滴的进步
去赢回尊重。

失败并非末日，中国足球要带
着勇气和信心，继续前行。

中国足球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