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小将

今年48岁的黄佳，在广州大学松
田学院管理学系担任会计教师。为了职
场“安全感”，30年来他边工作边考了
100多个证。这些证书，除了成人自考
的大专毕业证、本科毕业证、硕士毕业
证，还有各式各样的资格证书：会计师
资格证、高级经济师、高级培训师……
奇葩的是还有一个“证婚人”证书。
（详见昨日本报14版）

100多个证，浸透着黄佳奋斗的汗
水，凝聚着其对生活的希望。但证书多
了就一定能给职场带来“安全感”吗？
我看未必。

不可否认，证书多了的确能给找工
作增加砝码，多个证书也多条选择的
路，但将“宝”全压在证书上似乎有点
跑偏。就像“证婚人”证书，这样的奇
葩证书，考来有何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用人单位和公司不
仅看证，更多时候看的是一个人能力的
高低，能否胜任某项工作。因此，我们
要明白一个道理：证不在多，有用就
行。

30年、100多个证，难以想象，在
这期间，黄佳付出了多少心血与精力！
虽然笔者不赞成黄佳这种通过以考证书
寻求职场安全的做法，不过，他的这种
不断拼搏和进取的精神，倒是值得学习
的。

证不在多
有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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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冻模式”考验公共服务能力
□冯海宁

从11月21日开始，今年下半年以来最
强冷空气来袭，全国多地迎来今年的第一
场雪。降温幅度大、体感湿冷是这次寒潮
的主要特点。（新华网）

似乎还未完全做好准备，此次寒潮就
突然来袭。多个城市初雪比往年大大提
前，伴随初雪的是气温断崖式下降，“西安
下雪了，一出去就白头了。”“江苏快被风
吹跑了！”“在上海脑袋都快吹掉了！”各地
网友纷纷分享“速冻”体验。

“速冻模式”开启是一种自然现象，
既然我们无法阻挡只能积极面对。对个体
来说，除了添衣保暖，还要注意出行安
全；对不同单位而言，也要有相关应对措
施。尤其是，这种“速冻模式”开启对政
府部门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能力
是一次集中的考验。

首先，对气象部门预测预报能力是巨
大考验。无论是普通市民还是其他企事业
单位，一般都根据气象预报结果做出应对
准备，预测越及时、越准确，越有利于预
防。就在最近，有关方面预报北京暴雪却
爽约了，虽然道歉很幽默，但更希望提高
预报准确率。

其 次 ， 对 公 共 交 通 服 务 能 力 也 是 考
验。由于雨雪加降温，路面普遍较滑，最
近也已发生多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如京昆
高速山西平阳段连环相撞事故致 17 死 37
伤。据悉，11 月 21 日，武汉公交集团启动
恶劣天气条件下的应急工作预案，应该
说，只有提前做好防寒防冻和车辆保养工
作，才能确保在寒潮来袭之时，市民安
全、温暖乘车。

另外，恶劣天气对于医院、电力、农
业等机构也是不小的考验。比如，多地供
电公司启动三级应急响应，这值得肯定；
事实上，根据以往经验，气温突降后医院

的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数都会出现爆发式增
长，同样需要严阵以待。

各地各部门单位面对“速冻模式”的
考验能得多少分，关键在于看群众怎样评
价。

一般来说，群众评价公共服务主要看
三点：一看服务态度，例如有没有完善合
理的应急预案，有没有及时启动；二看服
务过程，比如有没有逃避责任；三看服务
结果，主要是观察“速冻模式”下能否把
损失减到最小。

“ 速 冻 模 式 ” 下 的 公 共 服 务 究 竟 如
何，深层次检验的是相关部门的服务态度
和 服 务 “ 温 度 ”—— 职 能 部 门 越 忠 于 职
责，越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提供的公共
服务就越及时越完善。寒潮还未过去，漫
漫长冬刚刚开始，寒冬季节里，对各种公
共服务能力的考验将会持续几个月。希望
每个地方部门或单位，都能交出一份令人
满意的暖心答卷。

日前，广东珠海金湾区一小学因
拟禁止学生带零食、玩具、零花钱到
学校引发热议。有家长和老师支持，
也有人反对。校方回应称，经召开家
委会征集意见，家长代表都同意禁止
学生带零食等到学校，但也有个别家
长代表对强制检查有异议，所以学校
将通过家长自查等更柔性的方式来执
行。（《南方都市报》）

学校出台此规定，本意是怕孩子
养成乱花钱的习惯，但是难以避开三
个疑问。是否禁止得了？是否违法？
是否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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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温暖
就不畏严寒

□和法堡

为治理群众“办证多、办事难”问题，
去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优化公共
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
一年来，已有超过20个省份出台具体工作方
案，全面清理各类“奇葩证明”和烦琐手
续。记者调查发现，与过去相比，全国多地
基层派出所和社区开证明的数量已明显下
降。不过，在一些地方，如“无小三证明”
“家庭妇女证明”之类的“奇葩证明”还被
要求出具，一些公证、银行等非政府部门成
为索要证明的大户。（新华社）

“奇葩证明”年年有，比如，证明“你
妈是你妈”，证明“老公是老公”等，简直
把人折腾得够呛。也难怪有人不无讽刺地调
侃道：人们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去办证的路
上。想想这种无聊透顶的荒唐证明，实在令
人啼笑皆非。

无疑，“奇葩证明”不仅会增加相关工
作人员的工作负担，而且与中央关于改变工

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是背道而驰
的。

正因为这样，国务院办公厅才印发了
《关于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
创业的通知》，旨在解决一些地方和领域存
在的要求群众开具证明过多过滥、缺乏统一
规范的问题。可在现实中，为何政府积极清
理之后，“奇葩证明”还是难以禁绝呢？

究其“症结”，笔者以为，关键是某些
“公仆”没有真正把老百姓当亲人。信息孤
岛时代早已过去，如今是信息互联互通共
享，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时
代，鼠标一点，公民信息一览无余，干吗多
此一举地要求出证明呢？

看来，要根治“奇葩证明”这个顽症，
不仅要在办事门槛上做“减法”，还要在服
务意识上做“加法”，通过实现信息共享、
建立居民信用体系等措施，实现“一站式办
公”“一证行天下”“一网查所有”。归根结
底，就是要摒弃过时的管制思维，做到人性
化服务。这样，群众才能彻底告别“人在证
途”的麻烦和窘迫。

“奇葩证明”为何难禁绝

□张贵峰

北京市政府近日印发的《关于贯彻落
实<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的实施意
见》提出，要“完善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方便子女在老年人术后康复、临终关怀等
特殊时期直接照顾老年人。”（《京华时
报》）

在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形势
下，施行“子女带薪照顾父母”，显然有利
于改善老年人尤其是那些“失能”和“空
巢”老人的养老处境、增进他们的养老福
祉；对于子女来说，“带薪照顾父母”无疑
也是一种明显的“利好”，不仅能够促进他
们履行好敬老这一伦理责任，也能大大减轻
其经济负担。而对于社会来说，也具有非常
积极的社会意义——在经济层面，有助于更
合理均衡地分配养老成本，在社会道德伦理
层面，也有利于彰显“慎终追远”这一中华
传统美德，进而推动“民德归厚”。

然而在现实中，要想真正落实“带薪

照顾父母”，又存在不少难题，急需相关制
度配套。比如，立法方面的配套。虽然
2012 年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已将

“常回家看看”入法，但如何具体落实这一
规定，进而实现“带薪照顾父母”，目前还
没有具体细化的制度安排。现行的职工带
薪年休假制度也没有涉及“带薪照顾父
母”方面的内容；而 《国务院关于职工探
亲待遇的规定》，尽管涉及这方面内容，但
这一在 1981 年出台的规定，已明显滞后于
社会发展。

除了立法问题，执行方面的难题更值得
关注。因此，要确保“带薪照顾父母”落
实，一方面，需推动立法方面的配套，通过
修订完善带薪休假和探亲假等相关制度，尽
快填补相关法律空白；另一方面，也要在法
律执行方面，健全完善相关制度配套，如面
对“带薪照顾父母”可能给用人单位增加的
用工成本，政府应考虑配套出台相应鼓励政
策，如通过适当的财政补贴、税费减免来分
担这种成本，从而激励用人单位积极主动配
合“带薪照顾父母”的施行。

“带薪照顾父母”还需制度配套

□孙建磊

11 月 22 日，我市迎来了今冬第
一场雪。寒风飞雪中，仍有许多人坚守
在户外的工作岗位上。辅警杨洋，站在
路口指挥交通；快递员毛克辉，不吃午
饭送了140个包裹；环卫工王广孝，顶
风冒雪清扫垃圾11个小时；自来水抢修
工人，凌晨1点多赶赴水管爆裂处，穿
着胶鞋在水中工作……他们用敬业打造
了雪中漯河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为我
们带来温暖的感动。（详见昨天本报05
版）

寒风刺骨，雪花纷飞，辅警、快递
员、环卫工、自来水抢修工人等户外工
作者，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为市民生
活、城市运转奔波劳累。他们不畏风
雪、严寒，源于心底温暖。

这种心底的温暖，首先来自家。孩
子的笑脸，奶声奶气的“爸爸”“妈
妈”，崇拜、信任的眼神，无不使得风
雪中的人儿浑身充满力量，甚至不自觉
地笑出声来。妻子做的热乎饭菜，一声

“你辛苦了”，寒风中的丈夫想起来会感
到温暖、欢喜。人，就是相互支撑。每
每想到家，那个充满爱和快乐的地方，
谁的心底不温暖。

这种心底的温暖，还来自工作单
位。辅警杨洋说，顶风冒雪工作是职
责。的确，有没有单位的关心都得干，
还得干好。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
你看，环卫工上班前，单位发了手套、
防水外套，他们风雪中工作11个小时也
不觉得冷。为什么？正如环卫工王广孝
所说，心里暖和。

这种心底的温暖，还来自社会。面
对风雪中的交警，行人王勇和说“感
谢”；每次收到包裹，市民李女士都会
发自内心地说一句“谢谢”；对于环卫
工，不少饭店提供热水……被关心，尤
其是陌生人关心，哪怕是一句“谢
谢”、一杯热水，心就会被温暖。慢慢
地，心底就热乎了。

冬天来了，每个人都需要温暖，除
了身体的，还要心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