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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理，挂掉”：这公职人员干的是人事吗？
    近日，广东湛江市坡
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
人员在接听《广东民声热
线》直播来电时的不当回
应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当主持人反映电台听众袁
先生被当地政府拖欠 134
万工程款 2 年不还的问题
时，电话那头传来嬉笑
声，一工作人员指示接电
话的工作人员“不用理，
挂掉！”
    这种行为不仅暴露了
一些公职人员的不良作
风，更折射出一些政府部
门在为民服务意识和工作
作风建设上的严重缺失，
值得深刻反思。
    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
仆，其职责是为人民服务，
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然
而，湛江市坡头区这两位
工作人员的行为却与这一
宗旨背道而驰，背弃初心，
俨然变成了人民的“二大

爷”。
    他们面对群众的诉
求，不是积极倾听、认真
处理，而是选择逃避和敷
衍，这种态度是对群众的
不尊重和对公众舆论的漠
视，也是对公职人员职责
的严重践踏和亵渎。他们
的行为不仅损害了政府在
群众心中的形象，也破坏
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任
关系。
    这一事件的发生，反
映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在
工作作风建设上还存在着
严重漏洞。一些公职人员
缺乏基本的职业素养和责
任意识，我行我素，恣意
妄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代表着政府的形
象和公信力。
    同时，也暴露出一些
政府部门在内部管理上存
在诸多不足，对工作人员
的监督和教育不够严格，

导致这些人民的“二大爷”
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做出
如此严重不当行为。
    湛江市坡头区人民政
府办公室在事件发生后，
虽然迅速采取了措施，对
两位涉事人员予以停职检
查处理，并派驻纪检监察
组开展调查，同时在全区
开展机关作风自查自纠。
这表明当地政府对事件
的重视和对问题的积极态
度，但也应该看到，这只
是一个开始。
    要从根本上解决公职
人员作风建设问题，起码
还需要从加强思想教育、
完善监督机制、强化责任
追究等几个方面入手。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公
职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
他们的政治觉悟和职业素
养，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
己的职责和使命，增强为
民服务的意识和责任感。

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
和教育活动，引导公职人
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工
作态度，培养他们的服务
意识和奉献精神。
    同时，要建立健全监
督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
的日常监督和管理。通过
内部监督、外部监督等多
种方式，及时发现和纠正
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另
外，要加强对监督机制的
执行力度，不能回避护短，
流于形式，确保监督工作
的有效性和严肃性，使公
职人员时刻保持警醒，不
敢轻易违规违纪。
    尤其重要的是，对于
那些违反工作纪律、损害
群众利益的公职人员，要
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迁就。通过强化
责任追究，形成有力的威
慑，促使公职人员自觉遵
守工作纪律，认真履行职

责，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服
务。
    公职人员的工作作风
建设关乎政府的形象和公
信力，关乎群众的切身利
益。湛江市坡头区的这一
事件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
钟，提醒各级党委政府和
各部门公职人员作风建设
任重道远。
    只有不断加强公职人
员的思想教育、完善监督
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才
能有希望提高公职人员的
服务意识和工作水平，赢
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推
动政府工作的顺利开展。
    其实，说真的，它们
能不能重拾初心和那点可
怜的公信力，民众心里一
点谱也没有。毕竟一个烂
了心的西瓜，已经对它没
太大指望了。

■首席评论员 董哲

高考“玄学”盛行，是一种不劳而获的“赌徒思想”
    又到一年高考季，考
场外的景象比往年似乎更
加热闹。家长们身着旗袍，
寓意“旗开得胜”；手捧
向日葵，象征“一举夺魁”；
考生们则热衷于摸带有
“985”“211”字样的车
牌，期望沾染好运。这些
行为乍看之下，是对考生
的美好祝福与殷切期盼，
但细细想来，背后却隐藏
着一种令人担忧的“赌徒
思想”。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适度的心理暗示确实能够
缓解压力，增强信心。但
当这些行为逐渐演变成一
种大规模的、近乎狂热的
集体行为时，就已经超出
了正常心理暗示的范畴。
家长和考生们将成功的希

望过度寄托在这些虚无的
象征上，本质上是一种逃
避现实、不愿面对努力过
程的表现，是一种企图不
劳而获的“赌徒思想”。
他们渴望通过简单的仪
式，就能收获理想的成绩，
这和赌徒在赌桌前祈求运
气降临，妄图一夜暴富，
有何本质区别？
    这些“赌徒思想”不
仅体现在高考中，也体现
在其他的社会生活中。很
多人在面对生活困境或重
大挑战时，会跑去寺庙给
菩萨烧香，仅仅烧几根香，
就期待菩萨能帮他们解决
天大的难题。他们忽视自
身努力，寄希望于超自然
力量的垂怜。这种行为与
高考时的“玄学”行为如

出一辙，都是在逃避为实
现目标而付出艰苦努力的
责任。
    再回到高考“玄学”
本身。穿旗袍、摸车牌等
行为，真的能对高考成绩
产生实质性影响吗？答案
显然是否定的。高考是一
场对知识和能力的严格检
验，成绩的取得依赖于考
生多年来的刻苦学习和积
累。那些在备考期间偷懒、
不努力的学生，即便家长
把旗袍穿出花来，即便考
生把“985”车牌摸得发亮，
又怎么可能凭空取得好成
绩？这就好比农民不辛勤
耕耘土地，却天天对着土
地祈祷丰收，结果只能是
颗粒无收。
    这种“赌徒思想”带

来的危害不容小觑。对
于考生而言，过度依赖这
些“玄学”，会让他们产
生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削弱他们的奋斗动力和对
学习的专注度。当他们习
惯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求
安慰，一旦高考失利，所
遭受的心理打击将更加沉
重，因为他们会发现，曾
经寄予厚望的“好运”并
没有降临。
    这种风气的盛行，会
让人们对成功的认知产生
偏差，认为成功可以不依
靠努力，而是靠运气、靠
一些虚无的仪式。长此以
往，整个社会将弥漫着一
种浮躁、投机的氛围，这
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
疑是一种阻碍。

    我们并不反对在高考
时送上祝福，祝福本身是
一种美好的情感表达。但
这种祝福应该建立在理性
和对努力的尊重之上，而
不是被“赌徒思想”所支
配。家长和考生们更应该
明白，高考没有捷径可走，
只有脚踏实地、努力学习，
才能在考场上真正“旗开
得胜”。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
遇的时代，我们需要摒弃
这种不劳而获的“赌徒思
想”，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和成功观。无论是高考，
还是人生的其他挑战，都
需要我们凭借自身的努力
去拼搏，用汗水和智慧去
浇灌成功的花朵。

■评论员 张邦毛

高考错峰上班：一时便利，难承成长之重
    2025 年高考前夕，
湖北恩施、黄石、随州以
及贵州思南等地纷纷发布
通知，调整行政和企事业
单位上班时间，旨在为考
生营造顺畅交通环境，确
保他们准时安全抵达考
点。
    这看似充满人文关怀
的举措，背后却隐藏着值
得深入剖析的问题。为高
考生创造良好的考试条件
固然重要，但我们不禁要
问：现在全社会为高考生
让路，那当这些孩子们长
大成人，步入社会，又有
谁会为他们的人生全程保
驾护航？
    高考，被视为人生的
重要转折点，承载着考生
的梦想与家庭的期望。从
社会层面给予适当支持，
如维持考场周边秩序、保
障交通顺畅等，本无可厚

非。
    但如今大规模调整上
班时间，已然越过了合理
支持的边界。这一做法，
首先反映出城市在交通规
划与管理上的乏力。
    一个成熟的城市交通
体系，应当具备应对日常
及特殊时期交通压力的能
力，而不是每逢高考，就
依赖临时性的错峰上班措
施来缓解拥堵。长此以往，
交通规划不合理、公共交
通不完善等深层问题将被
掩盖，城市交通的可持续
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这种过度保护式的
“让路”行为，正在向考
生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
观。
    它将高考过度神圣
化，仿佛高考成绩能决定
一个人一生的成败，使得
考生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负担。
    同时，也让他们误以
为，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一旦遭遇困难，外界就会
主动为其扫除障碍。然而，
现实社会是残酷的，职场
竞争不会因为你曾是高考
生就网开一面，生活压力
也不会因为你高考时被特
殊照顾而减轻半分。
    当这些习惯了被特殊
对待的孩子步入社会，面
对激烈的竞争与复杂的生
活难题，他们又该如何应
对？
    再从社会资源分配角
度分析，高考期间错峰上
班，本质上是将社会资源
集中向考生倾斜。
    这一举措，虽然短期
内保障了考生利益，但
从长远看，却破坏了社会
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均衡
性。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

正常运转关乎社会的方方
面面，为了高考打乱其工
作节奏，可能会对其他社
会群体的利益产生影响。
    比如，一些窗口单位
工作时间调整，可能会给
办事群众带来不便；企业
错峰上班，可能影响生产
进度和经济效益，进而影
响就业和社会经济发展。
    真正对考生负责的做
法，不是在高考这几天
给予过度的特殊照顾，而
是在平时注重培养他们的
综合素质与应对挫折的能
力。
    在教育过程中，应强
化挫折教育，让学生明白
困难与挫折是人生常态，
只有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坚
韧，才能跨越重重障碍。
    在城市管理方面，要
着力提升交通规划和管理
水平，优化公共交通体系，

确保交通在任何时候都能
高效运行，而不是依赖临
时性、应急性的措施。
    在社会层面，应引导
公众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
教育观，淡化高考的“一
考定终身”观念，认识到
高考只是人生旅程的一个
起点，未来还有漫长的道
路需要奋斗。
    高考期间错峰上班，
看似充满温情与关怀，实
则隐藏着诸多弊端。我们
应当以更长远的眼光、更
理性的态度看待高考，为
考生提供真正有助于他们
成长的支持与帮助，而不
是用一时的便利，为他们
的未来埋下难以适应社会
的隐患 。

■评论员 张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