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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舸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史上最难
就业季”，近些年来每到毕业季这类论
调就会出现，2016 年应届生数量达到
765万人，刷新历史记录。毕业了，到哪
里去就业，成为许多应届毕业生为之焦
虑的事情。

大学生就业难正成为时代趋势，这
源自于人口结构的变化。据中国社科
院2015年《社会蓝皮书》称，按照目前高
校招生规模不变预测，到2020年，劳动
年龄人口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将升
至21.6%，到2030年将超过30%，高校毕
业生占青年劳动力的比例将进一步加
大。大学生从曾经的天之骄子，逐渐演
变成具有大众化学历的普通就业者，客
观形势的发展倒逼着大学生必须调整
心态，从零开始。

如何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严峻形
势？从中央到地方，近年来不断推出大
学生就业创业的扶持计划。尤其是在
万众创业的时代，许多有想法的大学生
放弃了传统的就业道路，转而寻求成为

某个领域的创新者，他们希望成为第二
个比尔·盖茨，而政府则通过对大学生
创业的资金补贴、设立孵化基地等方
式，鼓励年轻人追梦。

尤其是80后、90后，本身就是移动
互联网的主流使用者，同属于90后的应
届毕业生，对于移动互联网更熟悉，更
了解，也能更好地捕捉同辈的审美与消
费需求，他们投身创业热潮中，虽然相
比 70后少了些经验和资金，却拥有热
情、精力、试错成本低等优势，还能形成
连锁反应。一个90后应届生的创业，就
会拉动一帮同龄人参与其中；一批90后
创业公司的出现，就将形成全新的生态
群，释放更多的发展活力，也创造出更
多的就业岗位。

当然，除了拓宽应届大学生的创
业和就业范围，政府还要在城市资源
分配上下文章。长期以来，应届生就
业难，难就难在扎堆北上广等一线城
市，而二三线城市无人问津。供需关
系的过度紧张，自然会引发应届生之
间的竞争加剧。

政府这些年也想出了不少办法，鼓

励大学生到二三线城市扎根，推出了包
括大学生村官在内的相关举措。但也
要看到，这些举措本身受到诸多外部环
境因素的制约，农村等基层条件相对落
后，二三线城市就业岗位相比一线城市
偏少，存在人情关系大于能力考量等非
正常现象，部分管理者思想观念落后，
没有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更为开放
自由的经济社会环境，导致了原本想要
在二三线城市奋斗的大学生转而回流
到一线城市。

这就是公共管理者需要改进和努
力的方向。对于大学生就业的扶持，
不仅仅是给钱，给政策这么简单，最为
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和软环境打造。尤
其是在二三线城市，如何提升公共服
务质量，打破以往年轻人就业工作遇
到的文化与观念障碍，让能力主导而
非其他潜规则横行，成为各个行业欢
迎年轻人前来的最好理由，真正让人
感受到，无论是在哪里，都能获得施展
才华的有为平台，应届大学生才愿意
把自己的青春安放在此。

破解“就业难”
需完善就业软环境

闫 利

兰州市近日发布通告，明
确自今年7月1日起，取消兰州
二手车迁入限制。遗憾的是，
目前仍有很多城市在限制二手
车迁入。地方政府应尊重市
场，在二手车“限迁”问题上不
越位、不缺位，严格落实解禁要
求，让国家政策不打折扣，让市
场活力得以释放。

二手车“限迁”是地方保护
主义思维下，有政府之手过度
干预市场之嫌。随着我国进入
汽车社会，二手车市场日渐活
跃，但不少地方以环保之名出
台政策限制异地二手车迁入，
阻断了二手车的自由流通，不
仅制约这一能够达到万亿元规
模的市场发展，使市民手中旧
车的价值受到减损，更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违。

弊端屡为社会批评，但各
地在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上
反应缓慢，证明这是块难啃的

“硬骨头”。地方积极性不高，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无法给地
方政府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
相比新车销售可以带动税收、
就业等，二手车迁入带来的“利
好”较低，客观上成为市场的玻
璃门。

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是
大势所趋。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
中就提到“活跃二手车市场”。国务院办公厅也印
发《关于促进二手车便利交易的若干意见》，指出
要营造二手车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各地政府要
严格执行《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
行地区封锁的规定》，不得制定实施限制二手车迁
入政策，国家鼓励淘汰和要求淘汰的相关车辆及
国家明确的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有特殊要求的除外。已经实施限制二
手车迁入政策的地方，要在 2016 年 5 月底前予以
取消。

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需树立一盘棋意
识。地方政府应厘清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
系，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要坚持一把尺
子量到底，国家层面应充分利用信息化、互联网＋
等新技术和新手段，打破各地区、各部门间实际存
在的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问题，共同营造二手
车自由流通的市场环境，进而有效开启市场，促进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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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来相亲，金钱观上直较劲。男
视金钱如粪土，女盼粪土变黄金。

李建林 作

●画中有话

徐剑锋

“最近几天，新修的迎春路中段
每到晚上 22时左右，这里的路灯就全
部熄灭，晚上走夜路很不安全。”5 月
23日，家住大祥区雪峰南路金鹏嘉苑
小区的林先生向本报反映。（据 5月
24日《邵阳晚报》报道）

民间有句老话叫将心比心，生活
在没有路灯的环境中，不仅给群众出
行带来了诸多不便，而且还暗藏着交
通安全隐患，怎会叫人没有怨言？

如果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
么，在偌大的邵阳城里，路灯就是一只只
睁大的“眼睛”，小路灯可以照亮大民生。
显然，路灯问题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出行安

全和切身利益，更应该“切切关情”。
以人为本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

要义。提升邵阳的城市竞争力，既要
快马加鞭建设一批标志性工程，也应
解决群众身边看似不起眼的小事。
小路灯映射出幸福家园的大民生，不
仅是完善城市配套功能的现实需要，
也是老百姓渴求幸福生活的热切期
盼。某种意义上讲，让条条大道亮起
来，是更本质的城市“人文”、“魅力”
和“宜居”，点亮路灯也是点亮民心。

让路灯照亮群众的心坎，责任重
于泰山。毕竟，路灯晚装一天、晚亮
一天，就多一份危险。解决“有路无
灯”的问题拖不得、等不起，政府职能
部门理当多一点责任意识和群众观

念，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一
方面要加紧进行细致摸排，另一方面
应广泛听取群众呼声，分清轻重缓
急，加大财政投入，加快实现“道路修
到哪里，路灯配套到哪里”。

让路灯亮起来，不仅要解决“有路
无灯”的问题，更应破解“有灯不亮”的
痼疾。这起码对应着两个层面：一是对
城市照明进行精细化管理，让每盏灯都
有专管之人、每个人都有专管之责；二
是对路灯不亮的失职行为，也应建立问
责和追究机制。只有以“天下大事，必
做于细”的态度，一点一滴点亮城市的
眼、温暖群众的心，邵阳人的生活质量
才会得到有效改善，满意指数与幸福指
数也会相应提升。

●读者来论

让路灯照亮群众的心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