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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云 志 设置一个查不到的招聘专业，请问谁能报考

高考走了
“考宴”来了

金榜题名时，人人盼“中举”。每年高考、中
考结束后，那些取得高分“上线”的“才子佳
人”，将有机会进入理想学校，着实是件值得祝贺
的大好事。许多考生家庭都在忙着为金榜有名的孩
子筹备“考宴”——“红门喜宴”，亲朋好友也都
准备贺喜随礼。

喜酒不醉人，不喝得罪人。亲朋好友、师生同
学之间，相互祝贺一下，互相勉励一下，本无可厚
非。但时下这类酒席越吃越“变味儿”，几乎成了
一种庸俗不堪的不良风气。有些带着“光宗耀祖”
色彩的“喜宴”让人生“厌”。

“酒宴”考验现代文明，名目繁多：考上名牌学校
的要设“红门宴”，喝“喜庆酒”；考上一般学校的要设

“贺喜宴”，喝“祝福酒”；即使考不上理想学校的也要
设“解恼酒”，摆“宽心宴”，喝“安慰酒”⋯⋯一些酒店
也推波助澜，推出“状元宴”“举人宴”“才子宴”。今天

“庆功宴”，明天“谢师宴”，后天“送行宴”。同学之间
还要设“学哥宴”“学妹宴”“友谊宴”，喝“聚会酒”“同
心酒”“友情酒”，攀比之风越来越盛。你来我往，赴宴
请客，收礼随份子，随不完的份子，送不完的礼，赴不
完的宴，喝不完的酒，浪费了时间，花费了钱财。学生
家长老师、亲朋、街坊之间是连环宴，马拉松似的宴
会没完没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不醉人人自醉”。望子成
龙，望女成凤，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若是过
了头，“喜酒”也醉人。考试考出好成绩，是件值
得庆祝的事情，但是，不一定非得设宴庆功，也没
必要大张旗鼓地去请酒，去搞所谓的“人情交
往”，去没完没了地灌输一些曲意逢迎的顺耳美
言，这不仅违背了金榜题名者“努力学习，报效祖
国”的初衷，而且还会使他们在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取向中有所迷失。如果给得中的学子或送
一句鼓励的话语，或送一些书籍之类的文化小礼
物，或送一束鲜花，或发条短信，打个电话，或寄
张贺卡，更有意义。

“喜酒”过量也醉人，何必非设“红门宴”？但
愿我们经得住“考宴”，努力倡导和践行健康、绿
色的生活方式，养成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

拿奖学金请客吃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读

大学那会儿就已经流行了。记得我上大二时拿了三等

奖学金，发了300元，当时请宿舍几个人一起去吃了顿

麦当劳。班上也有拿了奖学金未请客的，同学之间每

每谈到此，一部分人也会给当事人“小气”的评价。现

在想来，请不请客，是他人的自由，何来“小气”之说？

我注意到，“青年之声”7 月 7 日刊登的《拿奖学

金请客成了绕不开的“人情债”？》这篇报道中提到，

为了治理用奖学金请客这股“歪风”，武昌理工学院

发出通知，获奖学生不得用奖助学金请客，如有举报

查证属实，将取消其今后的评选资格。

事实上，很多年前，就有学校发过通知，凡挥霍

奖学金、助学金者，将取消其今后评选资格。然而，这

么多年过去了，大学里的奖学金请客之风并没有得

到有效遏制，甚至愈演愈烈。

笔者认为，高校出台禁令，通过公共平台发声，

这对全体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善意的警告，但是，实

际上不能发挥多大的效用。这样的一句话“禁令”并

不具备可操作性。

首先，奖学金一旦发放至学生个人手中，学生就

有自由支配、自主花销的权利，学校的规定未必能管

得住学生花钱之“手”。

其次，“挥霍”这个词本身也比较模糊，其标准是

什么？每个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平时的消费习惯和

消费水平各不相同，有的学生挥金如土，有的学生很

节省，一个学生的所谓“挥霍”，在另一个学生眼里可

能是再“正常”不过了，究竟花销达到多少钱，就称得

上“挥霍”？

第三，如何认定学生请客吃饭使用的一定是奖

学金？学生完全可以说是用自己打工赚来的钱或是

其他收入请客的。

第四，校园里正常的人际交往是必要的，学生主

动提出请客，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这种自愿行

为也不能被“一刀切”地打压。而通过举报、监督的方

式，无疑也是在鼓励“告密”行为，破坏同学之间彼此

信任的基础。

社会上刮什么风，校园里就会起什么浪。同社会

上一样，请客吃饭也是学生们的一种“人情来往”，甚

至是校园里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公共秩序”。

隐性的规则仅靠外在的制度是难以强力扭转的。大

学里恐怕也只能靠适度地引导，或者说靠一种道德

上的倡议。

平心而论，大多数学生的生活费来自家长，奖学

金也是对自己刻苦学习、努力拼搏的一种认可。家庭

经济状况一般的学生没有谁愿意随便挥霍。不少人

请客吃饭往往是迫于人际关系“裹挟”的压力，不得

不陷入这个漩涡。

其实，大学里能够拿到奖学金的是少数学生，究

竟请客与否，或者该怎么请，打算花销多少，这种

“度”的把握，根本还在于学生个人的选择。有一

贯豪爽，大手大脚，主动请同学吃饭者；有敢于拒

绝 ， 坚 持 立 场 ， 不 怕 伤 了 同 学 、 朋 友 之 间 和 气 的

人；更有把持不住自己的原则，被别人怂恿着要请

客，骑虎难下者；还有的则是为了一些功利目的，

不得不请客⋯⋯

话说回来，相对而言，学生时代，同学、朋友

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关系。有的学生拿奖学金请

客并非绕不开“人情债”，恐怕更是自己不会、不敢及

时、果断地拒绝，因为害怕冲突，伤了感情，不敢直面

冲突，或是担心失去一些机会，为此而付出代价。难

以开口说“不”，就只能被“裹挟”进去。这样一来，最

终导致的是大量的时间、情感和金钱上的耗费。

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毫无诚意，或是违背自己意

愿的要求，果断、及时地拒绝，也是在所谓的“人情来

往”中，有必要掌握的一种能力。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教师）

被“裹挟”的奖学金请客，能否一禁了之

编 者 按 ：“ 青 云 志 ”（微 信 公 众 号 ：
zqbqyz）是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中国
青年报社推出的公号。您可通过关注“青云
志”公号参与话题讨论。本期话题：你的初
恋还好吗？

@慧：算起来，如果当年不分手，我们应该

一起走过 10 年了吧？本科时，我们同校。后来，

我读研，他工作，经历了两年多的异地恋，最终

以分手告终。他说出分手那天，恰好是我毕业

论文答辩前一天，理由是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而他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分手不久，我顺利

入职。朋友们惋惜：如果，他晚点说分手，也

许你们可以走到最后。我倒是不觉得可惜，反

而十分庆幸：人生的路那么长，谁都不知道自

己未来要经历什么，遇到问题就退缩，不愿意

与爱人共同承担，这样的爱情有何意义？我已

经想不起他的样子，也不愿意想。对他，没有

留恋，没有愤恨，无关紧要的人不应该占据我宝

贵的记忆。他还好吗？我不知道。不是每一段恋

情都值得回味。对现在的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莫过于珍惜身边人，关心他，温暖他，陪伴他，和

他走完一生。

@雨露阳光：是的，我什么都没有忘，但是

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

能放。初中，他坐在我后面，考进同所重点高中，

高中忙学习，很少交流，高考的前一晚，在学校

的生物园遇到，当时我在背书，他跑步减压，路

过。高考后，他选择复读。他复读后选择我所在

的大学，我大二，他大一⋯⋯他是第一个牵我手

的男生。现在分手了，同一个宿舍区的，抬头不

见低头见。走过的路，环游过的湖，点点滴滴的

回忆。我什么都没忘。

@yliu：我们是小学同学，小学毕业后转学

就没联系了，直到高中才重新联系上。他忍受了

我所有的坏脾气，他精心准备着给我过生日。像

狗血剧一样，他高三顺利升入大学，我却落榜选

择了复读一年，他离开时信誓旦旦地说等我，可

去了学校不久就告诉我忍受不了异地恋要和我

分手。不哭不闹成全了他。等我考上大学了，他

说他想找回我。真的是没有忘记他，心里还有

他，所以答应了他。不知道是因为距离问题还是

我的坏脾气，他发了一封分手邮件，然后删了我

所有的联系方式，任由我怎么找他，他都选择忽

视。到现在我删了他的联系方式，可手机仍有曾

经的备注。

@小鱼：我们应该不算初恋吧？高三的时

候他跟我告白，我拒绝，大二的时候，我跟他告

白，他拒绝。目前，他单身，我也单身，我们还是

好朋友。是他让我明白喜欢上一个人，而他刚好

也喜欢你，是多么难得的事情。毕竟同样的两个

人，喜欢彼此的时间都不一定一样。

@陆杰：这 几 天 闲 下 来 翻 了 翻 之 前 的 照

片，突然，一张有些泛黄的合影出现在我眼前，

我的目光停留了很久，本以为早已平静的心还

是泛起层层涟漪。思绪回到了 6 年前，那还是大

一军训的时候，一天跟舍友去超市购物，我突然

一转身，不小心把一位女生手中的书撞落在地，

也 是 从 那 时 起 ，她 悄 悄 撞 进 了 我 的 心 。大 学 4

年，应该是人生中比较美好的一段时间，她在我

的青春岁月里留下了很多难以忘却的记忆，比

如万圣节前精心制作的南瓜灯，在丽江小镇一

起走过的茶马古道，在酒吧请歌手为她演唱她

最喜爱的歌曲，还有那些在图书馆和饭堂里的

欢笑。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而她留在了大学所

在的城市，这么多年，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那

些记忆也慢慢尘封了。如果有机会再见面，我仍

想对她说：“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Lulu：这 期 的 话 题 看 得 我 一 阵 莫 名 的

情绪泛滥，一肚子的话快要溢出来却又不知

从 何 说 起 。 慢 慢 读 着 每 个 人 的 故 事 ， 我 发

现，尽管每个人的故事不同但总有许多共通

之处。也许这就是初恋吧，一种青涩单纯的

青 春 味 道 。 我 的 初 恋 在 高 中 ， 历 时 365 天 ，

在一周年的最后一天里被我强行中断。独自疗

伤两年后，遇见了现在的男朋友，至今已幸福

3 年多。现在偶尔某个夜晚，也会躲在某个角

落静静回忆曾经度过的 365 天，会好奇他现在

的生活过得好不好，偶尔发现他出现在我空间

里，还会猜想是不是他也偶尔会想起我。然

而，让一切都葬在青春里吧，因为现在知足，所

以不后悔曾经。

@子然：我不知道，但真希望他很好。我们

是高中同学，他不是我理想的男朋友形象，细水

长流的温暖却一点点流入我心里。我们没有在

一起，但是依旧觉得美好，足以令我多年来念念

不忘。其实，我也想问他还好吗。那个一脸开心、

指手划脚地教我如何记住生物中的羟基等 5 个

基的男孩，那个眼神干净 、对我笑得温柔的男

孩，那个得知我要报文科一直叫我“文科生”的

男孩，那个对我特别的男孩，那个毕业后就在我

的世界中消失了、没有联系方式、失去了消息的

男孩，那个除了让我在内心泛起涟漪、没有留下

任何痕迹、仿佛从未出现过的男孩。我们的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相忘于江湖。我呢，五六年来，再

也没有过那种心动的感觉了。我想，我大概更多

地怀念的并不是那个给了我美好想象的人，而

是那段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吧。真希望我们都

找到自己的幸福！

“考试早结束了，这样的道歉有什么意义？”成都

市温江区教师公开招聘考试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曾

经的遭遇，报考者曾小玉仍无法接受。

2017 年 3 月，就读于成都师范学院“汽车服务工

程”专业的学生曾小玉，以应届本科毕业生身份，报

考了 2017 年温江区教师公开招聘考试，应聘温江燎

原职业技术学校汽修专业课教师岗位，学历要求“本

科及以上”，专业要求“汽车维修工程、机械设计制造

及其自动化”。

曾小玉被一个查不到的专业名称“卡住了”：汽

车维修工程。

查不到的专业名称

“‘汽车维修工程’这个名称，在教育部的本科专

业目录中并不存在。”曾小玉说，在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中，并没有“汽车维修工程”专业，而她所

学专业“汽车服务工程”则明确属于“机械类”专业，

两个名称看起来有些相近。

她同时注意到，自己所学的“汽车服务工程”专

业，与自己所报岗位要求的另一专业“机械设计制造

及 其 自 动 化 ”，同 属“ 机 械 类 ”，专 业 代 码 分 别 为

080208、080202。

“我们有门专业课就叫‘汽车维修工程’，和要求

的专业名称一模一样，再加上该岗位要求的另一专

业也和我所学专业同属一类，便毫不犹豫报了名。”

曾小玉回忆，她报名时，报名系统还同时提供了

“相同专业”“相近专业”两个选项供她勾选，所以她

选择了“相近专业”。

4 月 16 日，曾小玉通过资格初审，参加笔试，获

得笔试第一名，进入面试。

5 月 20 日，曾小玉通过资格复审，最终取得面试

第一名。

后来的事情，并不像她期待的那样发展。

5 月 26 日，她接到温江区教育局工作人员来电，

通知她前往区教职工管理中心就相关问题进行面谈。

“教育局说我被人举报，因所学专业与报考专业

不符，将无法参加随后的审核，我很惊讶。”曾小玉不

理解，自己的资格初审、复审均顺利通过，笔试、面试

成绩都是第一，凭什么就这样被刷？

温江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向曾小玉解释，这是审核

工作人员的失误，同时表示曾小玉所学专业为“汽车

服务工程”，而该岗位招收的专业为“汽车维修工程”

或“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要求一字也不能差。

“自愿”放弃应聘资格

对于这一解释，曾小玉很困惑，她认为该岗位招

聘所设的专业名称“汽车维修工程”存在问题，无法

查询出处。

她同时质疑，在填写报名信息时，报名系统提示

是可选“相近专业”的，既然可以选填，为什么现在又

要求一字也不能差？

“工作人员解释说，‘相近专业’并不适用所有专

业，汽修专业课教师岗位就不招收相近专业。”这样

的说法，曾小玉并不服，“系统明明是允许我勾选相

近专业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并未有任何提示或者任

何人向我解释该岗位不招相近专业考生。”

“而且，既然是审核人员的工作失误，后果为什

么是我承担？”

突如其来的意外，令曾小玉“有点蒙”，最终她在工

作人员劝说下，手写了一份自愿放弃应聘资格的说明。

就在她写完说明的当天，温江区教师公招的综

合成绩对外公布了。结果显示，曾小玉成绩虽在其所

报岗位应聘者中排名第一，但因专业不符合，取消体

检资格。

“ 我 想 不 通 ，在 全 国 的 本 科 专 业 目 录 里 都 没 有

‘ 汽 车 维 修 工 程 ’这 个 专 业 ，凭 什 么 说 我 的 专 业 不

符？”回到家，曾小玉对于自己的遭遇始终无法释怀，

她觉得不该那样轻易放弃应聘资格，“懵懵懂懂就同

意了”。

6 月 15 日，她前往温江区教职工管理中心反映

情况，质疑“汽车维修工程”专业设置有问题，因为这

一专业名称并不存在。

她还提出一个问题，既然自己是被人举报，那么

是否存在个人信息泄露情况？因为当时还未公示，报

名表上的个人信息，她认为只有她自己和招考部门

知道。

“他（工作人员）只强调我的专业不符合，回避其

他问题，而且说为审核人员的失误向我道歉，可我不

愿接受。至于举报人，工作人员说要保护对方隐私，

不能说。”曾小玉说。

就曾小玉所说情况，温江区教育局负责宣传的

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他们确

实知道曾小玉所反映的情况，但是教师公开招聘方

案、专业设置均是报请温江区机关事业单位人才引

进工作领导小组同意后才实施的，而对考生的资格

审查贯穿招聘过程始终。

“曾小玉确实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但因审核问题导

致她止步于后续应聘，是我们有错在先，应该赔礼道

歉。教育局已经对负责此项工作的老师进行了处理，招

聘过程也在做进一步的完善、加强。”该工作人员表示，

教育局将举一反三，吸取教训，将工作落到实处。

就曾小玉提出所招专业“汽车维修工程”查无出

处、有“相近专业”选项却不招“相近专业”等疑问，温

江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教育部的本科专业

目录是“指导性目录”，“不是强制性目录”，公招岗位

专业是基于“宜宽不宜窄”的原则，参考教育部相关

专业目录，结合岗位课程要求来设定。

该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职业技术学校汽修专

业课教师特别难招，看重的是教师的动手能力，当

时 设 置 专 业 是 参 照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目 录

（2012 年）》“汽车维修工程教育”专业设定的，而

非“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同时，因为该岗位倾向于

实 际 操 作 ，所 以 设 置 专 业 名 称 的 时 候 ，去 掉 了 其 中

“教育”二字，进而出现“汽车维修工程”无处可查的

情况 。“发生此事后 ，我们将以此为戒 ，在今后的招

考专业设置上下功夫，使之更加严谨、科学。”

针对曾小玉所学课程本身就包含“汽车维修工

程”内容的情况，对方表示，该教师岗位招聘看中的

是“维修”，而不是“教育”“服务”，曾小玉主要学的还

是“汽车服务工程”。同时，曾小玉在报名时，之所以

出现“相近专业”选项，是因为温江区教师公招的网

上报名表用的是成都市人事考试中心的通用表，有

可勾选的“相近专业”这一项，但是曾小玉所报专业

实际是不招相近专业的。教育局没有提前向考生作

出解释，这方面也是需要完善的。

教育局给出的解释，在曾小玉看来有些“滑稽”：

“ 既 然 是 他 们 自 设 的 专 业 ，那 么 哪 个 专 业 能 做 到 与

‘汽车维修工程’一字不差呢？既然报名采用的是通

用 表 ，怎 么 轮 到 我 就 不 通 用 了？为 什 么 教 育 局 的 失

误，后果由我来承担？”

关于教育局的道歉，曾小玉说：“招考早已结束，

这样的道歉有什么意义呢？”

据曾小玉反馈，自她因专业不符退出招聘后，和

她一同报考该岗位的，笔试成绩第二名的考生自愿

放弃了后续的招考，而取得笔试第三名的考生所学

专业（汽车服务工程）与曾小玉相同，后也被以专业

不符淘汰，最终，曾小玉所应聘的岗位取消了招聘。

目录“打架”，受伤的总是考生

近期，中国青年报“青年之声”连续报道了不少

关于招聘专业目录与招生专业目录“打架”的案例，

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关注。

在此过程中，记者先后采访了各地不少有相似

经历的考生，招聘专业与招生专业目录的不一致，令

他们失去就业机会。有些招聘单位在专业设置上的

不严谨，或者专业名称不能及时依照相关规定更新，

也导致考生权益受损。

与曾小玉相比，考生小瑞（化名）所学专业名称，

成为她参加任何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的障碍。

小 瑞 从某民族大学文学硕士毕业，所学专业为

“影视文艺理论与创作”，从属“文学”一级学科，学科

代码为“0501Z2”。据了解，该专业为该校按照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相关规定自主设置的目录外二级学科。

“由于我们是自设专业，公务员招考目录里面查

询不到。”据小瑞介绍，今年毕业的她先后参加了公

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但因为其所学专业“影视文艺

理论与创作”是自设专业，专业名称在教育部专业目

录中查询不到，因而遭拒。

“ 同 学 们 在 一 起 聊 天 ， 常 觉 得 我 们 的 专 业 很

‘坑’，有一种宿命式的悲剧，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有

这个专业。”小瑞说，尽管学校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并

专 门 为 学 生 开 具 了“ 影 视 文 艺 理 论 与 创 作 ”专 业 证

明，发给大家，用于给用人单位解释，但是往往不被

认可。

“我觉得还不如一些冷门专业的毕业生，至少他

们还有专业可报。我昨天又报了一个高校，要文学大

类 ，虽然结果还没出来 ，但我觉得我很危险 。”小瑞

说。

“其实我们学校自设专业比较多，但是现在成了

谁都不知道的专业，尽管我的学位证显示是文学硕

士，可是很多单位招聘，并不看学位证。”小瑞认为，

一些招聘考试还存在不够规范的情况，专业名称设

置比较随意，“我曾参加职业技术学院招考，学院要

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为‘新闻采编与制作’，但是

这个专业其实只有大专才有，这样一来，本科生、研

究生都没法报名，好像就是专门为专升本的学生准

备的岗位似的。”

“对于这种问题，希望人社部门能跟教育部门沟

通好，我们这个硕士点既然被批下来，肯定是经过严

格论证的，结果辛辛苦苦考上研究生，还不如本科专

业来得实在。有的招考还要求以最高学历报考，那我

们就更惨了。”这个年轻人说。

青 诉

共 鸣

马洪利（济南读者）

胡 波

7 月 9 日，广东东莞，虎门南面市
场上的一个水果摊上，一个小女孩
和弟弟在帮着爸妈看水果摊。两个
孩子的作业在水果摊边完成，困了
就睡在地上或筐里。天黑了，姐弟
俩在筐里睡着了。他们的父亲患了
尿毒症，在医院接受透析。

视觉中国供图

睡着了

你的初恋还好吗

7 月 11 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
翟店镇南吴村，蒲剧团在村舞台
演出《哑女告状》。35岁的张大伟
夫妻二人都是演员，当天他妻子
病了，6 岁的女儿跟着他来到戏
台。天气炎热，时间也晚了，孩子
困得实在不行了。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