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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数据显示，今
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1158 万人，再创历
史新高，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成为稳
就业的重中之重。本周，市人社局组
织开展“就业扬帆 政策护航”系列宣传
活动，全面梳理我市促进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这些措施
用“真金白银”组成的红包雨“职”引未
来，赢得一片点赞。

就业人员应补尽补。除了加强对
脱贫家庭、低保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
生群体的帮扶，给予“三支一扶”“政府
购岗”等基层项目参与者安家费补贴、
优先入编特权，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
生也享受到了社会保险补贴。目前，
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超过

16%。作为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相关
劳动和社会保障尚不够健全，“六成以
上外卖骑手没有社保”曾一度登上热
搜。此次全方位就业补贴，适应了高
校毕业生多渠道、多元化就业新特征，
为他们从事非全日制、临时性等工作
免除了后顾之忧。

“输血”企业稳岗增岗。有“企”才
有“岗”，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我
国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占全部企业就
业人数达到 79.4%，已成为吸纳就业的
主渠道。但其抗风险能力较弱，想要
高速运转，相关部门的“供氧”至关重
要。此次梳理的措施中，给予吸纳毕
业生就业的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社会保险补贴、税费减免、小微企
业贴息等多重支持，其中见习补贴最
高可达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10%。这

些措施有助于相关企业减轻成本，扩
大就业容量，实现企业发展和毕业生
成长的双赢。

支持创业扩大就业。自主创业具
有带动就业的“乘数效应”，而高校毕
业生是创业的生力军。近九成大学生
考虑过创业，其中26%的大学生有强烈
或较强的创业意愿。创业不易，即使
在浙江等创业环境较好的省份，大学
生创业成功率也只有5%左右。特别是
创业初期，容易面临资金不足、信息不
畅等问题。最高15万元的创业优秀项
目补助、5000 元一次性开业补贴以及
运营补贴、税费减免……一系列措施
了搬开资金“拦路虎”，厚植创新创业
的土壤，为更多有梦想、有意愿、有能
力的年轻人勇当拓荒者，用无穷创意
收获无限“财富”提供了可能。

提升求职者综合素质。当前“求
职难”和“招工难”现象并存，就业结构
性问题比较突出。就业总量压力之
下，更加考验求职者的基本素养和专
业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此次梳理
的在线培训补贴、就业技能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
贴、创业培训补贴等，有助于高校毕业
生发挥自身学习能力强、可塑空间大
的优势，根据个人现状和社会需求，进
行适当而精准的培训，加快“自我迭
代”，提升创业就业的可持续能力。

当然，措施好不好，关键在落地。
希望相关部门深度挖潜，落实落细这
些含“金”量高的措施，用心用情助力
高校毕业生在平“好就业”“就好业”，
借政策东风奔向自己的星辰大海，为
促进鹰城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就业创业大礼包让毕业生更有底气
今日观察

画里有话

本期作者 雨来评一周 漫

湛河堤上，刺猬出动了，草地上、树
丛中，不时有这些可爱小动物的踪影。
有市民感觉很新鲜，给晚报打了电话。
市林业局的专业人员说，现在是刺猬的
繁殖哺乳期和活动期，最好不要打扰这
种夜行动物。

专业人员说得好，对野生动物，不
打扰是最好的。它们也是这片土地的
主人，只是人类过多的活动限制了他们
的活动范围。现在，环境好了，它们繁
衍得多了，出现在人类视野的概率就高
了。保护环境，尊重野生动物的生活习
性，是我们的责任。给晚报打电话的市
民，也是少见多怪。这些小动物多起来
了，我们见惯了，就不以为怪了。

（张骞/文 张梦珠/图）

别打扰刺猬

这个很拗口、很容易被念错的名字火了。
近日有媒体报道，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将于 7 月 14 日宣布阿斯巴甜为“可
能致癌物”。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榜第一。

阿斯巴甜是一种人工甜味剂，甜度约为蔗
糖的 200倍，但热量几乎为零，因此被食品工业
视为代替糖的甜味剂，广泛添加于饮料中。

现在，连最权威的世卫组织都说它可能致
癌，还叫不叫人爽快地喝饮料了？

其实，公众的担忧更多来自这个事件的新
闻性而非它的科学性。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吃致癌物或准致癌物，
家里舍不得倒掉的剩菜，其中富含的亚硝酸盐
在胃酸作用下，可生成1类致癌物亚硝胺。以此
类推，什么咸菜啊、黄豆酱啊，统统是亚硝酸盐
的重灾区，尤其是后者，还多了一个黄曲霉素，
也是响当当的1类致癌物。

销量最大的 1类致癌物是酒精。我就不多
说人类对酒精的嗜好了，众人皆醉，众人皆知。

不过请注意，所谓的致癌类别，1类、2类等，
不是按照致癌的严重程度高低排列的，而是按
照证据的确定性排列的。比如，酒精是1类致癌
物，只是说已有明确证据证明它致癌。红肉还
是 2A 类致癌物呢！即“很可能有致癌性”。阿
斯巴甜仅仅是“可能致癌”，只能滚到 2B 类别
里。你连肉都敢吃，不敢喝饮料？

有句科学谚语：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
氓。这句话不是公理，但适用于大多数情形。
所以，来一瓶无糖雪碧吧！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阿斯巴甜致癌？

近日，一所虚拟大学——“山河大学”，火
了。

有网友玩笑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有
343 万名考生，每人出 1000 元，就是 30 多亿元，
可打造一所综合性大学——“山河大学”，仅向

“山河四省”招生。这个玩笑激发了网友的创造
力，很快，“山河大学”的校徽、校训以及招生简
章都被设计出来了，网友甚至设计了一张 2023
年“山河大学”录取通知书，校长签名是杜甫。

虽然是玩笑，说的却是严肃话题，折射出高
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

出乎意料，对这个网络玩笑，教育部回应了。
7月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主题新闻

发布会上，针对“山河大学”的提问，教育部副部
长吴岩回答：教育部将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资源
的布局结构，支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人口大省
扩大高等教育资源规模，优化类型结构和区域
结构。

目前的高招制度是按省份录取，这有其合
理性。毕竟，如果全国一张高考卷，落后地区的
考生要考好大学，恐怕就难了，这并不公平。然
而，在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省份，考生的录取
比例也较高，只苦了居于中间位置的省份和人
口大省，这种结构性矛盾在逻辑上说不通。

“山河大学”戏谑式的话题，重新引发我们
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思考，也是公众对教育
公平和人尽其才的期盼。

能把问题提出来就是进步，拭目以待教育
部的回应如何落实。

“山河大学”的思考

在通往舞台的通道里，被陌生的众人尊称
为“小凤姐”，可见徐小凤在演艺界的江湖地位。

近日，“湾区升明月”2023 大湾区电影音乐
晚会在中国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唱响，久违舞
台的徐小凤连唱 3首经典歌曲，音色醇厚、气息
稳重，让人很难相信她已74岁。

不过，在年龄与唱功之间，有些观众只愿信
一个，既然年龄无法造假，“假唱”的质疑遂在网
络不胫而走。

也不能说这些网友挑刺，毕竟，当天演出的
汪明荃、陈慧娴，都是气息孱弱、音色干枯，观众
只能用情怀说服自己。

徐小凤是女中音，不用挑战高八度，从她的
角度而言，没有被迫假唱的压力，而且从网上流
传的彩排看，她也是顶级表现，与现场演唱并无
二致。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看。

这几年，以大湾区为名举办的大型晚会不
少。大湾区，即粤港澳大湾区，它不是行政概
念，而是包括港澳以及广东的广州、深圳、珠海、
佛山、东莞等 9市在内的地理概念，“三面环山，
三江汇聚”，谓之大湾区。在《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里，大湾区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
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理
解了这个层面的含义，就会明白这台电影音乐
晚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资深歌手登台献艺了。

徐小凤是中国的殿堂级歌手，以她的身份，
能来这次晚会献唱，双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就不要在技术上纠结她是怎么唱了。

徐小凤假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