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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进入高校毕业季。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 874 万

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要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高校和属地政府都

要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扩大基层服务项目招聘。笔者梳

理发现，近期，各部委、各地密集出台各类政策，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

对如厕者而言，卫生纸是必

不可缺的物品。若公共厕所能免

费提供卫生纸，那自然是件受欢

迎的事。但如今，人们在公共厕

所如厕时，却发现一些公厕没有

提供免费厕纸，一些公厕虽然有

提供免费厕纸，但如厕者常常会

遇到“取纸时没纸”或“取纸不方

便”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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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窄巷子景

区的公共卫生间内，挂

有一台人脸识别供纸

机，市民、游客进入卫

生间，在机器前进行人

脸识别后，机器会自动

供应长约 50厘米的厕

纸。据保洁人员胡利琼

介绍：“市民、游客第一

次识别后，要等 7分钟

才能再次取用，这样主

要是为了避免浪费。”

记者在这个公共

卫生间入口处观察发

现，一些如厕者在进行

人脸识别后试图拖拽

拿取更多厕纸，也有一

些如厕者嫌麻烦不取

厕纸，“一般来上厕所

时都很急，如果还要进

行人脸识别取纸，真的

太浪费时间了！”一名

游客向记者说道。

将免费厕纸盒挪

到公共区域，在厕纸盒

上方张贴“文明提示”，尝试微信扫码

或“刷脸”取纸……为了破解“厕纸去

哪儿了”的难题，各地推出多项举

措，引导如厕者节约用纸。

今年3月，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暴

露出的社会交往中存在的公共卫生

问题，四川省启动了“倡导社交文明

加强公共卫生”倡议行动，指出“文

明如厕非小节”，倡导居民养成文明

如厕的好习惯。“公厕里的厕纸实际

上是文明的‘试纸’，能够测试出市

民的文明和道德素质。”第五届全国

道德模范吴永秀告诉记者，“‘厕所

革命’应从节约厕纸开始，我们应该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和引导市

民注意文明素质的提升，同时也为

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公厕免费厕纸应该如何投放，

这是对城市治理能力的一种考验。”

成都市民陈宇认为，“要解决免费厕

纸浪费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城

市公共服务，加强精细化管理。”他

建议，可以不断优化“刷脸”、扫码这

样的取纸方式，让如厕更轻松和便

利；同时有关部门还可以采取大数

据分析手段，更好地掌握城市公厕

用纸情况，让免费厕纸的配置、更

新、监督办法更加科学合理，让“方

便之处”成为城市“文明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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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提示

小 厕 所 ，关 系 着“ 大 文

明”。城市里的公厕，是反映

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而公

厕里的免费厕纸，则考验着

城 市 居 民 的 文 明 素 质 。近

日，记者走进城市公园、景

区 、商 场 、餐 厅 、地 铁 站 等

地，调查公厕免费厕纸提供

及使用情况。

“世界上最尴尬的事情，莫过

于上厕所没有带纸……”6 月 3 日

上午，成都桂溪生态公园，27岁的

市民刘涛正在锻炼身体，她指着一

旁的公厕告诉记者，“前段时间，我

就在这里遭遇到‘上厕所没带纸’

的窘境，公厕里没有纸，早上来公

园的人又少，我等了很久才等到其

他人上厕所，借了几张纸。”

记者看到，在这间位于公园儿

童活动区一侧的公厕里，没有设置

厕纸盒，卫生间的每一个隔间内，

都看不到厕纸的踪影。“没有纸。”

听到记者询问有没有纸，保洁员回

答道。

成都市民黄小薇也曾在成都

春熙路附近一商场遭遇尴尬境

地，“当时我去商场的公共卫生间

上厕所，想着现在公共卫生间肯

定都有厕纸，就没带纸巾，没想到

进去才发现，厕纸盒里什么也没

有，后来问保洁阿姨，她说用得太

快了，一下子补不上来。”黄小薇

告诉记者。

近年来，随着“厕所革命”在全

国各地展开，各地公厕设施不断完

善，愈来愈多的公园、景区、商场、

餐厅等为了不断满足市民、游客的

需求，不仅设置有第三卫生间，还

供应免费厕纸等。但是，免费厕纸

似乎时有“短缺”，常常让内急者尴

尬不已。

那么，厕纸都去哪儿了？

“每天到公园游玩、锻炼的人比

较多。”在成都市人民公园的一处

公厕，厕纸盒设在公厕入口,保洁

员李秀群告诉记者：“平均下来我

白天每隔 1 个小时就要换上新的

纸，最多的一次换了15卷纸。我发

现有人专门到卫生间来取纸，一取

就是好几米，有的还卷成团揣进包

里带走。”

提供免费厕纸是便民之举，体

现了城市管理的人性化和服务的

细致。但一旦涉及“免费”，就难免

有部分人动起歪脑筋，将厕纸当做

自己的私有财产，厕纸浪费量较大

的问题也时有发生。

5 月 26 日 15 时，记者在成都

地铁四号线宽窄巷子站 B 口的公

共卫生间仔细观察。公共卫生间内

设置有男厕、女厕以及无障碍厕

所，每个厕所内墙壁的显眼位置都

挂有传统厕纸盒，厕纸盒内厕纸供

应充足，厕纸盒上方标有“请节约

用纸”的温馨提示。记者发现，15

分钟内，20名如厕的市民中有1名

市民先是分次撕取厕纸装进包里

后，又撕取厕纸去如厕；有 8 名市

民撕取厕纸时，先撕取30-40厘米

厕纸扔进垃圾桶后，再撕取厕纸进

入厕所；有 5 名市民如厕洗完手

后，对一旁的烘干机视若无睹，撕

取长达1米的厕纸擦手。

随后，记者又相继走访了部分

景区、公园、餐厅等，发现一些景

区、商场公共卫生间的厕纸供应充

足，部分小餐厅公共卫生间内没有

悬挂厕纸盒。“浪费太严重了，每天

厕纸供不应求，所以我们干脆撤掉

了厕纸盒。”成都高新区圆梦苑附

近一家面馆的负责人无奈地告诉

记者。在成都高新区祥明二路的公

共厕所内，悬挂着空厕纸盒，“如果

需要卫生纸，可以到我这里领取。”

保洁员张大姐说。

“以前，我们在景区内的公共

卫生间悬挂了传统厕纸盒，但是厕

纸消耗非常快，部分游客还用力拖

拽厕纸造成厕纸盒盖损坏。”成都

文旅宽窄巷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物业部负责人彭章太表

示，“维修厕纸盒、购买厕纸对我们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短缺”的免费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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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业农村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规

划实施协调推进机制 27

个成员单位编写的《乡村

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报告

（2018—2019 年）》（以下

简称《报告》）出版发布。

《报告》显示，两年来，《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2022 年）》实 施 稳 步 推

进，各方面重点任务取得

显著成效，乡村振兴实现

良好开局。

乡村振兴新格局加

快构建，城乡布局结构不

断完善，村庄分类发展有

序推进。

《报告》显示，我国乡

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农

村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

农产品加工转化率接近

68%，乡村休闲旅游的游

客数量和营业收入大幅增

长；美丽乡村正展现出新

风貌，全国具备条件的建

制村全部通上了硬化路；

98%的村制订修订村规

民约，建成54.9 万个村综

合文化服务中心；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基本建立。

乡村振兴战略支持强农惠农，进

一步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报告》显示，我国现代农业根基

进一步巩固，全国粮食总产量连续 5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2019 年农

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 59.2%，主要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70%。农业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化肥

农药使用量保持负增长，秸秆、畜禽

粪污利用率分别达到 85%、74%，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

在97%以上。

目前，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

成就。《报告》显示，我国 97%的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94%的贫困县实现摘

帽，贫困发生率降至 0.6%，全国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021 元，

提前一年实现比 2010 年翻一番目

标，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 9.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2个百分点。（《人民日报》郁静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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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扩大国有企业、事
业单位等岗位供给，给小微
企业发放招聘补贴

日前召开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明确要求，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

为重中之重，抢抓离校前的关键期，

开展“百日冲刺”行动，破解就业结

构性矛盾。

笔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事业

单位、国有企业、“三支一扶”、临时

公益性岗位等招聘，针对高校毕业

生的岗位数量和比例相对往年有所

扩大。

河北省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同

比增加3.7万人，当地针对高校毕业

生开发设置城乡社区等基层公共就

业服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卫生

防疫等岗位 5000个；天津市要求市

属国有企业今年招用高校毕业生规

模扩大 10%以上，提供不低于 3000

个就业岗位。

人社部明确，今年在全国将招

募 3.2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

“三支一扶”工作，同比增加 5000

人。科技部、教育部等部委下发通

知，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

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

一些地方发放招聘、创业补贴，增

加见习基地。广西明确，对招用高

校毕业生，与之签订 1 年以上劳动

合同的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按照

每人 200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并给

予 1 年的社会保险补贴。上海市明

确，对高校毕业生首次在沪创业

的，可申请一次性 8000 元创业补

贴；对符合上海市产业发展导向的

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或创新团队，

给予每年最高 50万元资助。青海省

累计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

地 140 多家，提高毕业生就业能力

与匹配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受就业岗位整

体减少影响，高校毕业生继续深造

延迟就业意愿增强。武汉一所重点

高校就业负责人表示，往年本科毕

业生考研失败后再次参加考试的比

例在5%左右，今年选择再次考研的

或将明显增加。

据了解，教育部硕士研究生、普

通专升本分别扩大招生规模 18.9

万、32.2 万，继续安排在高校开展学

制为两年、全日制学习的第二学士

学位教育，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

再学习机会。

定向帮扶疫情严重地区
高校毕业生，“云招聘”成为
春季招聘主流

今年就业形势下，来自湖北等

疫情严重地区毕业生就业面临更大

挑战，多地采取专项措施增强兜底

保障。

笔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广东、

天津、安徽等 10 多个省份，专门对

湖北籍高校毕业生发放 800 元到

3000 元不等的求职创业补贴。人社

部会同国资委、湖北省政府等启动

实施“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行

动”，集中发布优质岗位40万个。

湖北一所高校就业指导中心

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企业招

聘应届毕业生的岗位数量明显减

少，毕业生就业率比往年同期低 5

到 10 个百分点。各地、各部门对

湖北毕业生的照顾与补贴，有助

于化解毕业生求职期间的经济和

心理压力。

笔者调查发现，受疫情影响，目

前“云招聘”成为春季招聘主流。据

青海省教育厅统计，今年青海省内

预计高校毕业生 21764 人，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前一个阶段线下

春招全部停止。

青海民族大学就业创业指导中

心主任东珠加介绍说，从 2 月份开

始，学校同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合 作 搭 建 智 慧 就 业 平 台 ，举 办

“2020 届毕业生春季网络招聘会”

“青海民族大学 2020届毕业生春季

网络视频招聘会”等多场招聘会与

宣讲会，实现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网

络交流对接。

近日，青海民族大学本科毕业

生张发萍收到盼望已久的入职通知

邮件。“由于疫情影响，今年学校所

有春季校园招聘全部搬到线上，从

投递简历到最终录取，全程在线上

完成。”张发萍说。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

处长经晓峰表示，他们承担的“上海

市 2020 届高校毕业生春季网络招

聘会暨少数民族毕业生网络专场招

聘会”，截至目前共在网络平台上提

供岗位58015个，11726名毕业生通

过简历初筛，部分学生已通过面试

被录取。

一些高校就业指导负责人介

绍，目前，大多数高校都已拥有线上

招聘、线上签约、线上派遣等平台，

实现“云招聘”已不存在技术障碍；

与此同时，一些行业受疫情影响，招

聘岗位数量减少，加上线上招聘效

率、效果不如传统校园招聘，就业工

作仍然面临不小挑战。

扶持政策需要尽快细化
落地，充分做好未就业大学
生保障

不少应届毕业生反映，今年招

聘市场上不仅岗位减少，就业门槛

也有不同程度提高。Boss 直聘研究

院调查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招聘中，

应届生招聘岗位中明确要求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占49.5%，较去年同期高

出13个百分点。

教育部等部门和单位从 5月份

到 8 月中旬，针对 2020 届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重点组织开展升学

扩招吸纳、充实基层、扩大参军入伍

等十大专项行动，帮助毕业生顺利

毕业、尽早就业。

在多项政策推动下，目前，有

的地方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已取

得初步成效。黑龙江省教育厅 5 月

26 日公布数据显示，全省高校毕业

生签约就业率 40.45%，较去年同期

上升 7.13 个百分点；青海民族大学

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也比去年同期

略有提高。

业内专家认为，受经济运行压

力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社会

用人需求不确定性增大，地区、行

业、专业、学历层次间的就业不平衡

加剧，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压

力不容小觑。

长期关注就业问题的中央党校

教授周天勇表示，当前 2020届毕业

生求职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一方面

相关部委和地方出台的扶持政策应

尽快细化落地，助力高校毕业生实

现就业；另一方面在充分评估疫情

形势，做好防控基础上，加快毕业生

返校步伐，为他们参与学校就业辅

导、企业实习招聘提供便利。

业内人士建议，各地充分用好

就业补助等资金项目，鼓励企业投

放更多就业岗位；同时教育、人社等

部门做好衔接工作，对于未能实现

就业的毕业生，及时纳入待业等保

障范畴，做好保障托底工作。

（新华社 张龙 吴振东 李劲峰）

874万高校毕业生找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促进就业政策进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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