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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孩子们拉出“隐秘的角落”
刘薇

如何防范治理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
凌？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从硬件设
施与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对各地开展的专项
行动提出具体工作要求，其中关于“监控全覆
盖”这一条关注度很高，被视作“以曝治暴”关
键一环。这一环确很关键，但除此之外，还有
无缺漏的环节亟须补位？

硬件方面，通知明确要求学校在楼道、储
物间等隐蔽角落安装监控探头，确保监控视频
全覆盖；制度建设上，则要求成立学生欺凌治理
委员会，并制定细化校纪校规，明确不同欺凌行
为的相应惩戒举措，确保惩戒有据可依。

遏制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学校
是关键主体，但不可否认，由于此前法规与制度
层面相关细则缺失，导致学校处理起来大多力
不从心，加上很多事件发生得非常隐蔽等多重
因素，只能做做“和事佬”。此番针对校内提出
这些细节要求，体现了预防和前置干预的重要
性，也强调了校方预防与惩治之责权，可操作性
较强，各校若能严格落实要求，结合自身实际细
化措施，可极大降低事件发生几率。

只是，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事件的发生与
影响，还有很多“隐秘的角落”有待清除。媒体
报道鄂尔多斯一名17岁女生遭遇校园欺凌，转学
后被施害者家长举报违规，导致该女生目前无学
可上。施害者步步紧逼，受害者避无可避，这局
面让人如鲠在喉。惩治施害者不该是治理校园
暴力与学生欺凌的终点，保护受害者、保护未成
年人，当是全过程、动态跟进的一个过程，或许漫
长，或许要付出非常大的心力，但总要去做，也应
该有解决的路径和机制。补上这一块，是全社
会之责。

就在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全
面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的意
见》，并首次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专题指导性
案例。其中提到，“办案过程中，人民法院会同
政府有关部门、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力量，对
遭受犯罪侵害特别是性侵害或者暴力伤害的未
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及时采取必要的心理干
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
施。”规则已明确，只待更多柔性社会防护，将孩
子们拉出“隐秘的角落”，沐于阳光之下。

聘任制公务员仍需探索创新
孙瑞亭

作为党政机关招揽高层次人才的一项举
措，聘任制公务员已非新鲜事物，各地在这方面
的探索实践已经持续有十余年。当然，在创新
实践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冷热不均”的现实情
况，火爆的地方“效果良好、成效显著”，遇冷
的地方则“多个职位报名人数未达到要求而
取消”。显然，作为创新之举，聘任制公务员
仍需积极探索，解决堵点消除难点，从而留住
优秀人才。

聘任制公务员，顾名思义，是指以合同形式
聘任、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
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之所以推行
聘任制公务员，目的在于解决党政机关急需高层
次人才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而替代性
较低的岗位，在这方面这类紧缺型人才既有专业
技术上的优势，又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相当
于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从各地的一些具体实

践来看，聘任制公务员都是相关产业和细分领域
的专业人士，除了发挥自身的专业技能外，还能
够充当政府与相关领域间的“通联”，帮助职能部
门熟悉产业、制定政策并培育市场。

正因为如此，聘任制公务员从出现到现
在，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多地也都在积
极试点和探索。今年以来，浙江、江西、重庆、
新疆、甘肃、宁夏等地就相继发布了聘任制公
务员招聘公告。比如其中的安全生产管理高
级主管、行政审批大数据总监等职位，除了对
专业有较高要求外，肯定还需要有长期从事安
全环保工作经历、丰富的应急处突经验以及相
关产业发展应用研究等。之所以会出现“冷热
不均”的情况，除了区域差异、薪资不匹配、招
聘门槛较高等原因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
在于岗位认知、身份认同、能力发挥、晋升通道
等方面。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聘任制公务员

制度作为拓宽公务员来源渠道的重要补充形
式，既是积极探索也是创新方向，不能因为一
时遇冷就停滞不前，还需要针对所存在的难点
与堵点来想办法予以解决，从而招得上、留得
下那些紧缺的、优秀的专业型人才。

首先，在薪酬待遇与人才能力匹配且具有
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要把岗位的定位、职责、
发展弄清楚、说明白，消除求职者的顾虑与疑
问，让他们有施展专业才能、打拼干事创业的平
台。此外，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人才管理机制，明
确聘任制公务员的管理、晋升和退出等问题，从
而创造无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当然，聘任制
公务员这条探索创新的路径还需要用时间与效
果来进一步验证，但积极尝试总归是正向的，也
为公务员制度改革带来更多参考与可能性，需
要职能部门拓宽思路、寻求办法，持续地进行积
极探索与创新实践。

教孩子“认钱”不是小事
吴戈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小学老师发现在班级
中，大部分学生见过面额100元、50元的纸币，
有一半的学生能认出面额10元、20元的纸币，
而从没见过1元纸币的学生占一半以上，并且
很多人都不会正确使用纸币。这直接影响了孩
子对金钱的认知，让他们对金钱缺少了尊重和
珍惜，虽然移动支付等新兴事物占据主流，但适
当接触实体货币仍是成长中的必修课。

孩子不认识实体货币，与移动支付的广泛
应用不无关系。近年来，移动支付迅速普及。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移动
支付普及率达86%。移动支付的确给大家的生活
经营带来了许多方便，而随着现金的使用频率越
来越低，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认识实体货币自然也
不是什么稀奇事。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在花现金的
时候，每次掏钱付款，都能实打实地感受到兜里
的钱在变少，而如今使用电子支付，“滴”的一声
交易就达成了，消费提醒里只出现一个数字来
显示金额。这改变了大家对金钱的具体认知，
大大降低了大家消费时金钱减少的失去感。尤
其对于认知尚不完全的孩子来说更为可怕，有
不少孩子在游戏内充值动辄成千上万，归根结
底还是他们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

孩子“认钱”非小事，解决好孩子不认识
钱的问题需汇聚多方力量，社会各方应共同
加强对孩子的金钱教育，加深他们对货币的
认知，让他们懂得尊重和珍惜金钱，更要让他
们知道如何合理使用金钱，培养正确的金钱
观和价值观。

健全农业农村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
激励机制，切实增强高技能人才供给能力和供
给质量

理线、穿针、落针，手指翻飞间，一幅美丽的
彝族刺绣逐渐成形。前不久，在第二届全国乡
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乡村工匠技能技艺展示交
流区，彝族服饰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丁兰英现场
制作彝族刺绣，令观众大开眼界。丁兰英8岁开
始学刺绣，2014年返乡成立刺绣加工厂，带动当
地群众实现居家就业、就近就业。在乡村全面
振兴主战场，越来越多农民端起“技能碗”，吃上

“手艺饭”。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化农业科技人

才和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农业农村技
能人才主要包括种养技术能手和乡村能工巧
匠，是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支撑乡村发展建设的
重要力量。加强农业农村技能人才特别是高级
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乡村全面振兴而言，农业农村技能人
才是一个“慢变量”。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可能
并不会立即产生效益，但其带来的红利，将会是
持久且巨大的。一个人带动一群人，打造一个
品牌，带活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一个个
案例告诉我们，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必要加快
打造高水平的农业农村技能人才队伍。

农业农村技能人才的使用主体是农业企
业、农民合作社等，需要从实际需求出发，搞好
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在广西，广西农业职业
技术大学通过学徒制、订单班等方式，面向企业
培养急需的技工；在云南，当地推动乡村工匠与
知名院校合作，探索建立校地合作机制，共育乡
村人才。这些有益探索启示我们，应以涉农职
业院校为基础、农业企业为主体、有条件的农民
合作社为补充，加快构建起适合本地区的高技
能农业农村人才培养体系。

农村是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人才振兴是
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健全农业农村技能人才
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切实增强高技能人
才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必能为推进乡村全面
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更加有力的智力
支持和人才支撑。 据《人民日报》

激发技能人才
这个“慢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