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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新闻热点聚焦

非全日制研究生遭歧视
硕士不是掏钱就能读

“带薪护理假”缘何难落地 不打码曝光高铁“外放族”
侵权了吗？

新闻：10月12日，影视明星叶璇在其微博

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一男子在高铁上大声

外放视频，叶璇出言相劝，被骂为“神经病”。

10月13日，视频中男子表示，叶璇侵犯了他的

肖像权，希望对方删除视频，并公开赔礼道歉。

点评：叶璇的制止举动是社会的自力约

束。这受到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保

护”——“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其他

公民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制止违反公德

的行为，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并不存在

侵权的问题。 （余超）

县级单位吸引在编人员回乡
并非“不靠谱”

新闻：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日前制定了

《平阴县域外在编人才回调管理办法（试行）》，

其目的是通过进一步畅通平阴县域外在编人

才回调渠道，吸引平阴籍外地机关事业单位人

员回乡工作。

点评：有不少县级单位由于人才引进政策

具有较强吸引力，迅速成为包括本地籍机关事

业单位人才回流的热土。事实证明，只要目标

精准，措施得当，落实有力，县级单位就能扭转

在吸引人才中的劣势地位，而政策“靠不靠谱”

的疑虑也就自然烟消云散。 （李长安）

别被躺赚噱头迷了眼

新闻：据中国之声报道，以走路赚钱为噱

头的网红APP“趣步”因涉嫌传销、非法集资、金

融诈骗等违法行为，近日被湖南省长沙市工商

部门立案调查。

点评：对这些“挖坑”软件，监管部门该提

高监管敏感性，出现问题该查就查。而公众也

该多些网络化“媒介素养”，别轻信上当——天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别让“躺赚”之类的噱头

迷了眼。 （柳宇霆）

进入10月，企业陆续开始秋招，对

部分非全日制研究生来说，求职过程

却备受冷眼。据媒体报道，国内某大

型建筑公司明确“不招收非全日制的

学生”，某企业 HR 也曾坦言，“（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区别）大了去

了，非全日制=本科生”。许多认为自

己遭歧视的学生向当地人社部门提起

举报。

“非全生”遭歧视并非没来由。在

“非全生”教育早期试点摸索、制度确

立以及后续发展过程中，因招考方式、

标准的混乱，功利心态导致的教学培

养体系、学历学位授予考核松散，甚至

不乏“硕士掏钱就行”的说法，“非全

生”无形中被打上“质量低”标签。尽

管时过境迁，如今“非全生”的招录门

槛远非昔日可比，但社会不少人对其

认知依旧停留在过去，企业招聘也依

然会有歧视。

要改变这种状态，除了改变公众

的刻板印象之外，也需要正视当下“非

全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

许多高校的“非全生”招录情形冷热不

均，选择非全日制的考生多青睐人文

社科经管领域，如工商管理硕士就常

年爆满，而部分院校的理工类学科则

门可罗雀、难以维系，甚至逐年减少招

生，不平衡的招录情况，在同一院校的

不同学科、学科优势特色不同的文理

院校间都时有发生。

报道中遭“歧视”的研究生，好多

还是非全日制应届生。按理说，报考

“非全生”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但和

部分院校注明“定向就业”的“非全生”

招录要求不同，有些院校并无此限制，

这些学生往往是全日制统招复试失利

后，出于各种原因“调剂”而来。这说

明部分院校发展“非全生”教育的盲目

无序，既未充分考虑自身学科竞争力，

更未预料门槛提高带来的低通过率，

导致对招生计划的预见不足。这些学

生与依附原工作单位、非脱产学习的

“非全生”相比，除了遭受“歧视”之外，

还要面临更大的择业焦虑。

“非全生”的培养目标为某些专业

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在2016年全日制、

非全日制并轨后，除了同等学力申硕，

“非全生”统考能报的学位多为专业硕

士，鉴于此，许多院校培养方案也参照

专业硕士进行。但目前的专业硕士教

育并非臻于至善，加之不同地区、不同

院校间固有的差距，部分院校专业硕

士的培养方法尚不成熟，“非全生”教

育却已草草上马，有的将就沿用此前

落后、松散的培养方案，培养质量难以

保障。

再就是教学科研资源的紧张。尽

管“非全生”为完全成本收费，学校不

覆盖奖助学金，更不占住宿等后勤资

源，但院校科研教学的承载力是有限

的，许多院校师资力量难以匹配教

学。此外，学制过短使课程节奏过快、

业务实践和求职时间冲突等问题也十

分尖锐，这些专业硕士培养中已遭遇

的问题，应当在“非全生”培养中予以

克服。

“非全生”教育极大满足了全民终

身教育需求，对无缘通过全日制学习

获取知识以及学历的人来说，“非全

生”教育一定程度保障了他们的“受教

育权”。发展好“非全生”教育也可适

当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和我国的“非

全生”不同，英美一些高校以研究生课

程的 12 个学分为界限，修够 12 个学

分，便自然过渡为全日制研究生，其灵

活性也体现在“非全生”成长空间上，

如与博士学历的无障碍共通；在人才

考核上，用较为独立机构的“专业认

证”评价把关人才质量。这些成熟经

验启发我们既要发挥国家政策的宏观

调控，也要适度扩大高校自主权，如

此，才能真正办好“非全生”教育。

（白毅鹏）

近日实施的《云南省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中规定,老年人患病住院治

疗期间,其子女的用人单位应给予独生

子女每年累计20天、非独生子女每年

累计 10 天的“带薪护理假”。目前,已

有10多个省份推出子女带薪护理生病

老人政策,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

带薪护理生病老人政策难以落地。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中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 2.49 亿；

预计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

口将增加到2.55亿人左右。按时间推

算，这批人正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践

行者。当年独享父母宠爱的“80后”，

如今不得不面对为父母养老的“分身

乏术”。

正因此，出台“独生子女带薪护理

假”等相关政策，便成为各地方政府近

年来的“集体动作”。截至今年10月1

日，已有包括福建、广西、海南、湖北、

黑龙江、重庆、四川、河北、河南、宁夏、

内蒙古、山西、云南13个省份以及广州

市、淮安市两市，以地方法规或行政规

章的形式明确了子女每年可用的护理

时间，且大多规定了护理期间工资福

利待遇不变。

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这项假期

的实施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不知道、

不敢请、请不了的现象突出。究其原

因，一是企业相较于员工均处于强势

地位，很多员工在面对休假与饭碗的

问题上没有话语权，导致政策最终搁

浅；二是缺乏独生子女护理假的合理

社会分摊机制，企业之所以不愿落实

带薪休假，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维持

企业正常运转，而休假导致的损失全

部由企业承担，企业自然缺少执行政

策的动力；三是政府执行力不足，政策

的出台必须有法律的有力支撑，否则

再多的惠民策略也会变成一纸空谈。

良法还需善治。要让“带薪护理

假”这一政策利好真正得以落地，首先

就要将其上升至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立

法，并厘清其与带薪年休假之间的关

系，以增强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其次，

不能将所有成本都让用人单位一方承

担，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减税、降费，或

是直接的财政补贴等优惠举措，鼓励

企业积极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再其

次，行政执法机关也应畅通投诉渠道、

完善惩治措施，对拒不支付独生子女

护理期间享有的工资福利的用人单

位，采取“零容忍”的有违必顶格处

罚。此外，加强宣传释法，营造依法保

障独生子女护理休假权的良好氛围也

很有必要。

当然，我们还可以借鉴一下“在发

达国家，亲人住院是不需要家属陪护

的，由医院全权照顾，甚至连探视时间

都有严格规定”这一制度，从而出台更

为合理的医院管理制度，以真正减轻

独生子女家庭所面临的陪护负担。

（祝建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