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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2月13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年终考核是
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激励进步的有效工具。然而，在
有些地方，年终考核却成了“材料秀场”。有的秉持“实
绩不够，笔头来凑”的理念，试图以华丽的“纸面文章”
掩盖工作中的瑕疵与不足，汇报成绩时夸夸其谈，谈及
问题却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有的搞“数字政绩”“材料
政绩”，可实际工作成果却寥寥无几。

临近年底，各级各部门对下级单位的年终考核工
作已逐步展开。作为总结上一年工作成绩、制定下一
年工作目标的重要参考，如何让年终考核考准、考实，
让上级认可、让基层服气、让群众满意，是一项重要而
紧迫的课题。

而在一些地方，年终考核背离了初衷，变成了下级
编材料、上级看材料。到了考核周期，面对布置下来的
考察细则，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奔命，甚至通宵达旦精心
包装材料应对考核；而考核单位有时也不到现场看问
题、查质量，只是查查资料、听听汇报，哪个单位的材料

准备得多，就能在考核中得到高分。
这种“以材料论英雄”的考核，给平日里踏实做事

的基层单位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也给敷衍了事的单
位留了可乘之机，仿佛只要材料准备得漂亮，平时的失
职就能一笔勾销。材料准备得怎么样，并不能和重视
程度、工作实效直接画等号。这种“面子工程”的存在，
不利于基层工作的有效开展，还会滋生形式主义、弄虚
作假的歪风，必须及时遏止。

作为考核单位，要设置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将考
核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加大“平时成绩”的占比，多些
实实在在的实绩考核；也要到基层一线去听听相关单
位服务对象的心声，将群众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推动
干部将更多精力放在服务群众、促进发展上来。作为
被考核单位，应摆正态度、多做实事，把准备材料的时
间用来提升工作质效、解决百姓诉求。毕竟，有干货在
手，迎考才能不慌张。

胡喜庆 来源：工人日报

年终考核不能成为“材料秀场”

近日，有骑手在社交媒体上称接到平台通知，若过
度跑单将被平台强制下线。该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
称，确有相关举措，目前正在试点中。（12月18日红星新
闻）

强制外卖员下线？听起来“爹味”很浓、分外“强
势”，但实际上是必要的。

一来，保障安全。外卖骑手，一个庞大的群体，每
天穿梭在大街小巷，超负荷工作是常态。有调查显示，
很多骑手每天的工时超过了 12 小时。尤其在用餐高
峰，骑手为了抢单提速，要么“带困上班”，要么马路“奔
驰”，让自己不堪重负，也给交通安全留下了重重隐
患。下线提醒能从平台角度保障骑手休息权，帮助他
们平衡工作与休息，无疑是一次善意的“健康提醒”，有
着充分的安全考量和人文关怀。

二来，保障服务。骑手的工作状态关系服务的质
量和行业的生态。通过下线提醒避免骑手过度劳累，
从而确保配送效率、服务态度，是对平台形象的间接维
护，能推动外卖行业朝着更加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此举背后也有部分骑手的担忧。外卖行业，多劳
多得。骑手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接单量和工时，
这也是他们选择抢单、超负荷工作的直接原因。一旦
平台推行强制下线，部分骑手的收入如何保障？况且，
很多骑手都是兼职，如果在一个平台强制休息的时间
换个平台继续接单，那休息权又该如何落实？

可见，强制下线可看成平台的“健康维护”，但能否
治本还要打个问号。只有直面问题的根本，对收入模
式进行调整与优化，才能逐步完善骑手防疲劳机制。

庹亚男 来源：广州日报

给过劳骑手按“暂停键”有必要

网络“烂梗”会给青少年带来哪些影响？日前，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41名受访者
进行的调查显示，69.0%的受访者担心网络“烂梗”泛滥
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乱用词汇和养成不文明的语
言习惯被认为是主要的影响。让青少年远离网络“烂
梗”侵扰，68.1%受访者建议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
帮助青少年正确对待网络文化。（见12月12日《中国青
年报》）

如今，互联网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重要工
具。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上升至1.96亿，
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增长到97.3%。然而，互联网是
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孩子们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同
时，也衍生出一些副作用，“黑话烂梗”带来的影响就是
其中之一。

“栓Q”“夺笋啊”“鸡你太美”……靠着“病毒”般的
传播能力，这些粗俗的词汇“入侵”校园，在孩子们之间
口口相传，甚至出现在试卷和作文里，已然影响到青少
年的学习生活以及身心健康。青少年正处于知识积累
和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黑话烂梗”就如同“精神鸦

片”，会降低他们对语言文字的审美标准。此外，一些
带有暴力、极端性质的词汇，还会构成不良的价值导
向，使辨识能力不足的青少年模糊是非边界。

前不久，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歪
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
问题。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烂梗”侵蚀，有关部门应让
监管长出“牙齿”，加强对不良内容的系统治理，完善惩
戒机制，为未成年人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信息
传播需要载体，互联网平台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是要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及时封禁制造低
俗恶搞词汇的创作者，避免成为孕育“烂梗”的温床。

互联网时代，信息洪流扑面而来，学校和家庭也要
做好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对网络信息的
辨识能力，引导他们欣赏语言文字之美，学会使用文明
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家长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责
任人，应当引起警惕，及时纠正不恰当的玩梗行为，帮
助孩子健康上网。

张西流 来源：工人日报

别让网络“烂梗”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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