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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融媒选粹

老老外外眼眼中中““了了不不得得””的的地地方方

扫描右侧二维码，浏览新华
社微信公号消息《这个中国人习以为
常的地方，老外却说“了不得”！》。

最近，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的加拿大大叔
Gwei lo ，向海外网友推荐了一个他认为在中国“了
不得”的去处。其实就是中国人最习以为常的公园。为
什么他会认为不起眼的公园了“不
得”呢？

神神州州初初冬冬，，如如画画中中国国

冬来了！冬来了！雪花飞下，浑似江南画。嘴边呼出
的热气，袅袅升起的炊烟，将广阔天地中的灵动定格。
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藏在静谧冬日里的
惊喜还有哪些？一起跟随新华社记者
的镜头，去祖国的山川游历找寻！

冬季来临，越冬候鸟陆续抵达巢湖沿岸。巢湖沿岸
湿地资源丰富，有记录的鸟类总数已达 300 多种。

再过一个月左右，巢湖沿岸湿地
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新华
社现场云视频《巢湖湿地 候鸟翩
跹》。

扫描右侧二维码，浏览新华
社微信公号消息《这是初冬的神州，这
是如画的中国！》。

候候鸟鸟归归““巢巢””，，将将迎迎高高峰峰

新华社评论员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要以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增强以改革
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自觉性，
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这
一重要论述和要求为我们进一步抓好制度建
设、把改革推向深入指明方向。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
的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经过 5 年多的努力，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
系基本形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改革中还有许多硬骨头
要啃、不少难关要攻克，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
远。“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
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无论
哪一类型风险的化解、哪一方面危机的应对、
哪一领域问题的解决，制度建设都是治本之
道。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更多面对的是
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
体系的任务更重。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推
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应对风

险挑战、赢得主动的有力保证，是新时代改革
开放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深化改革，需要
做好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的文章。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提供了根本遵循。落实好四中全会
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就应着力推动各项改
革向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靠拢，让各项改
革相得益彰、发生化学反应。改革向前进，制
度更完善。要以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对党中
央明确的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进行研究和部
署，实现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融会贯通，做
到一体推动、一体落实。

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深化改革，不能

眉毛胡子一把抓，须在精准谋划、精准实施上
下功夫。改革解决什么问题、什么时候推出、
对制度建设有什么作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建章立制也应讲求章法。改革已建立制度框
架的，要对照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巩固完善；正
在探索的要做好总结提炼、形成制度安排；有
待谋划推出的，要大胆改革创新，及时研究制
定方案。

谋划改革要精准，抓落实也要精准。要把
握不同改革的特点性质，因地制宜、有的放矢
落实改革方案，不搞上下“一般粗”，不搞“一
刀切”。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推动改革
在目标集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等方面取得
扎实成效，推动制度建设行稳致远。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7 日电

突出制度建设主线全面深化改革

本报评论员张典标、赵琬微

几天前，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名时间截止。但有一些考生反映，因未能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络确认报名，失去了考
试资格。多所重点大学研招办工作人员对此
回应称，教育部报名系统已经关闭，错过确认
时间的考生只能明年再报。有考生认为，目前
的网络确认程序比较繁琐，从方便考生的角
度考虑，应该设计得更合理。

一些考生把报名失败归咎于部分省份的
考研报名方式改革。根据《 2020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硕士研究生考试
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所
有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名，并到报考点现场
确认网报信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
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但一些地方正在
试点，将现场确认改为线上确认。

考研报名现场确认改为线上确认，本意是

为了方便考生，提高考研报名效率，这种创
新探索值得点赞。以深圳为例，2018 年以前
实行现场确认方式，考生必须从各地赶到报
名点确认，不仅舟车劳顿还经常出现人山人
海的情况。2018 年起，深圳开始实行线上确
认，考生只需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网络按提示
确认即可，广受学生好评。

现在的问题可能在于，一些地方教育
部门、高校对改革试点的宣传工作做得不
够深入，让部分考生很容易疏忽“确认”的
重要性。在百度以“考研报名错过网上确
认”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看到河北、天
津、北京等地都有类似的案例。有鉴于此，
试点政策要进行充分宣传，甚至设置同时
接受新旧两种确认方式的过渡期，尽量将
好事办好。

另一个问题在于，网上确认的时间安
排存在瑕疵。比如，有考生反映，在网上报
名、绑定账户、上传电子照片验证、缴费和
下载报名表后，需要等几天才能进行最后
一步“网上确认”。有考生认为，如果能够一
次性完成考研报名和线上确认，能有效避
免部分学生忘事。另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

是，全国统一设置相对固定的网络确认
时间。

此外，技术设置上也有改进余地。有学
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校方也很担心学生
忘记确认，但因教育部维护考生隐私安全，
禁止报名点下载考生的电话信息，只能通过
学校研招办发布提醒。事实上，作为教育部
指定的硕士研究生报名和调剂平台，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完全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而
非站内信的方式提醒考生及时确认报名。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2004 年，教育部首
次在全国范围试行考研网上报名时，曾有少
数考生因种种原因错过网上报名。为使这部
分考生不失去考试机会，教育部特意安排补
报名。针对今年不少考生忘记确认的情况，
深圳市招考办已开展对接补报工作。这开了
个好头，期望其他有类似问题的省份也能尽
快开展补报工作，保护考生利益。

当然，在做好报考方式改革宣传、完善
技术保障的同时，仍需要广大考生认真研究
报考规则，严肃对待报考这件事。毕竟，如果
对自己的事不上心，无论是现场确认还是线
上确认，都有出岔子的可能。

考研报名如何真正方便？各方都得再上点心

“末位淘汰”不是企业“暴力裁员”的挡箭牌

连日来，一篇某互联网企业前员工痛陈
离职遭遇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一时
间，“暴力裁员”成为网络热词。这家企业随即
发表声明，向这位前同事致歉，表示“该主管
并没有充分尽责地了解其患病情况”，承认在
沟通和处理过程中，“相关人员确实存在简单
粗暴、不近人情等诸多不妥行为”。目前，当事
人已经申请劳动仲裁。

看似简单的这一离职个案引发社会关
注，因为事情发生在一家知名的网络公司。以
往的舆论热点大多关注名企名人明星如何如
何，如今这一热点聚焦于困难群众，可以说是

社会舆情的一个变化。
当前，不少企业采用“绩效评估制度”来管

理员工，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对员工没
有公平、公正的评定，或者评定条款不清晰，只
凭企业一方的主观断定，且不去了解当事人的

实际情况。那么，这样的绩效考核有可能会成
为企业损害员工合法权益的借口和挡箭牌。

“十个指头有长短”，一个企业必然会有员
工处于绩效末位。但如果他的其他工作表现都
符合企业或者是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那么企业
就不能滥用所谓的“末位淘汰”进行裁员。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基石，聚拢人才首
先要善待员工。知名企业尤其要模范遵守
劳动法规，营造有温度的企业文化，不断增
加凝聚力而不是离心力，不然的话会让人
看在眼里，凉在心里。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同时还需要仲裁
机关等劳动部门的监督管理，只有公平公
正执法，才能有效保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
益。透过这一事件，既可测试企业的温度，
亦可测试法规的力度。（记者冯源、张璇）

新华社杭州 11 月 27 日电

本报评论员张漫子

11 月 27 日凌晨，演员高
以翔在录制都市夜景追跑竞技
秀节目《追我吧》时晕倒，因心
源性猝死抢救无效离世。这档
节目曾宣称是“在酷炫的变量
障碍和巨型装置间追跑的硬核
综艺”，因设置梅花桩、飞檐走
壁、平衡滚筒、70 米爬楼和高
空速降等高难度环节而出名。
参与节目的嘉宾需要大量奔
跑，对体力及耐力有较高要求。

近年来，综艺节目录制过程
中参演者受伤、遭遇意外的新闻
屡见报端。2013 年，《中国星跳
跃》节目嘉宾随行人员不慎溺水
离世；2014 年，《极速前进》嘉宾
钟汉良在滑雪时受伤；2015 年，

《欢乐喜剧人》节目嘉宾宋小宝
表演时腰椎骨折；2017 年，《我
们十七岁》嘉宾在节目录制时肋
骨受伤……然而，部分综艺节目
娱乐“致死”的问题，此前并未引
起足够重视。

高以翔意外离世，粉丝为之哀
悼，亲人心痛难当。事发后，多位艺
人在网络平台追忆逝者，其中演员
宋佳的发言道出了艺人行业的不
易——“当熬夜变成敬业，当拼命
当成应当，当生命不在的时候，谁
来保护谁。高危职业，同行们热爱
的同时请保护自己，爱护自己。”

近年来，各类综艺节目异常
火爆。有一些节目能滋养人心，
给观众带来人生启迪，但也有不

少仅靠“出位”博眼球、靠“污力”吸睛的节目。个
别节目组信奉“流量至上”的畸形价值观，将职业
操守、基本常识、道德底线抛在脑后。有的节目制
作靠剪辑“搞事情”、人为制造参与者的冲突，有
的节目将讨论黄暴话题视为前卫，有的节目“拜
金低俗”凹造型，刻意追求所谓“网感”……

好的综艺作品应当是春风化雨、温暖人心，
给人带来快乐与启迪，让人们能看到生命中的真
善美。一档优秀的节目，应以犀利但不失率真、幽
默却不做作、通俗绝不低俗的风格吸引人。毫无
意义、炒作出位的荒诞“看点”，不是观众真正需
要的内容，更无法真正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意外发生，希望各方能妥善处理善后事
宜，让悲痛万分的人们得到慰藉。更希望，这事
件能对综艺节目的制作方有所警示，避免类似
的悲剧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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