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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2024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202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
（简称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开考。据国家公务
员局介绍，本次国考计划招录规模达 3.96 万
人。网上报名与资格审查工作分别于10月24
日 18：00 和 10 月 26 日 18：00 结束，共有 303.3
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通过资格审
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7∶1。

对比往年，2023 年国考计划招录 3.71 万
人，近260万人报名过审，225.2万人实际参加
考试，参考率约为86.2%，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
计划数之比约为 57∶1。

多家国考相关机构统计显示，截至报名结束，
竞争热度较高的前十个岗位报录比均超1700∶1。

最热职位报录比达到3572∶1，该职位为国
家统计局宁夏调查总队“宁夏调查总队业务处
室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3）”，在本次国考中仅
招考1人。该职位招考专业广泛，包含9大类
专业，学历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对于政治
面貌、基层工作年限、服务基层项目等均无限
制。在本次国考报名中，该职位因高报录比受
到广泛关注。

国考招录人数连续5年呈“扩招”趋势
近5年来，国考的招录人数一直呈“扩招”

趋势。2020年到2024年国考招录人数依次约
为2.41万、2.57万、3.12万、3.71万、3.96万。与
此同时，关于国考热、公考热的话题这几年也
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

今年国考招录的学历门槛明显提高，高学历
人才需求量加大。今年国考招录要求全部为大
专及以上学历，在整体招录扩大的情况下，要求
大专学历为起点的岗位逐年减少，今年大专生可
以报考的岗位仅有56个，比去年减少了106个。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要求硕博高学历
人才的岗位数量和计划人数大幅度增加，比如
要求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岗位达到2046
个，比去年增加814个，共计3756人，比去年增
加1654人；要求博士学历的岗位为24个，比去
年多14个，共计31人。

某培训机构首席研究与辅导专家王健的分
析认为，2024年国考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招录人
数的增加表明，高素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

高素质人才的加入，需要更多高层次专业人才。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王天定表示，一些博士生、硕士研究生未必选
择从事学术研究。有的毕业后从事其他工作，
包括考取基层公务员，对个人来说，是理性选
择的结果。一些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博士
生、硕士研究生在基层公务员岗位任职，或许
能够给基层工作带来一些新气象。

王天定指出，公务员岗位过分吸纳高层次人
才，未必是一种正常现象。需要考虑的是，如何
让更多优秀的人才在择业中对未来有更多的想
象力，有勇气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而不是为求稳定一门心思去考公考编。

今年考研报名人数减少36万
就在考公考编、国考连续五年“扩招”的同

时，“考研报名人数连增 8 年后，今年下降 36
万”的消息同样引发关注。

考研报名人数减少 36 万，是不是说明考
研热降温了？一些学者分析考研报名人数下
降的重要原因。

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

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分析认为，考研报名人
数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意
识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不只专、本科生
多了，研究生也越来越多，再加之近几年经济
下行，“卷”学历不一定能解决体面就业的问
题。换句话说，有些人认为，用三年甚至更长
时间去取得一个硕士文凭，未必比大学毕业开
始积累工作经验的性价比更高。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生培养的质量
把控越来越严，想‘混’毕业越来越难，考上了
不等于一定能毕业。于是有部分人也会更加
慎重考虑考研读研问题。”陈志文说，“最近有
位研一的同学说，自己有能力考上研究生，但
没有研究能力、也没有研究兴趣。这也提醒大
家考研有风险，读研需谨慎。”

此外，陈志文认为，当下这一代年轻人两
极分化趋势明显：一部分人很努力，非常上进；
另外一部分人选择安逸地生活，甚至“躺平”，
比如当“全职子女”。选择“躺平”的这部分人，
不会去考研，这可能也是考研人数下降的原因
之一。 本报综合消息

国考、考研报名人数一升一降

近日，已经停产多年的“桂花牌手表”受到
不少网友的热捧，在其生产商广西南宁市手表
厂的门市部前，这几天排起长长的购买队伍。
手表厂负责人表示，突然的火爆令工厂也感到
措手不及。

“桂花牌”是南宁市手表厂研制生产的手
表品牌，创立于20世纪70年代。该款手表早
已停产多年。但今年11月份以来，“桂花牌”
手表忽然又火起来了。

在南宁上大学的牛同学告诉记者，11 月
20日，他和室友凌晨4时许就赶到南宁市手表
厂的门市部排队了，“我们觉得去的已经很早
了，没想到有人竟然带着睡袋在排队，还有人
带着板凳小桌子在现场边排队边打扑克。”牛
同学回忆说，虽然他从凌晨就开始排队，但直
到中午12 点左右才买到手表，且每个人只能

买一块。“我和室友各买了一块，每人花了200
多元。”离开门市部后，他发现街上还有“黄
牛”，原本不超过300元的手表，被加价到最多
1500元。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其购买的
“桂花牌”手表，很多人都表示他们排队的时间
在七八个小时以上。此外，在二手商品交易平
台上，有不少商家也在转卖“桂花牌”手表，单
块手表的价格在380元到1800元不等。有的
手表价格是厂家门市部售价的7倍左右。

南宁市手表厂党委书记谭旭东表示，此前
几年，工厂的门市部每年卖出的“桂花牌”手表
不到100块，但今年11月以来，门市部已卖出
大约5000块“桂花牌”手表。

谭旭东说，如今厂里已不生产手表，转为
以生产自动机芯为主，暂时也没有恢复生产手

表的计划。此次被网友热捧的“桂花牌”手表
早在 1992 年以后就陆续停产了，现在销售的
手表都是此前的库存。

“最早是11月13日，陆续有不少20多岁的
年轻人来买旧款手表，后来前来购买的人越来
越多。”谭旭东说，“以前可能十天半个月都卖不
出去一块手表，从11月13日开始销售量不断增
长，前几天一度卖到1000块左右。”

由于发现有“黄牛”转卖手表牟利，门市部
于近期开始规定每名客户每次限购一块手表。
11月23日，南宁市手表厂再次发布公告称，因
手表厂已进入每月常规零部件生产结算期，鉴
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决定暂停销售库存
的“桂花牌”手表。谭旭东说，目前企业的工作
重点还是以生产机芯为主，感谢网友们对“桂花
牌”手表的支持和关爱。 本报综合消息

自去年以来，广电总局持续开展网络微短
剧治理工作，针对部分内容呈现低俗同质化的
问题，下线了两万多部微短剧，有效净化了行
业生态。站在行业风口的“微短剧”为何迎来
强监管，“微短剧”市场巨大，吸引用户，又该如
何留住用户？行业治理未来如何发力？我们
一起关注。
微短剧网上异军突起 一度单日上线2.7部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定义，微短剧，全称
为网络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从几十秒到15
分钟左右、有着相对明确的主题和主线、较为
连续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剧集。

相较于传统剧集，微短剧具有短小精悍、节
奏明快、更新迅速等特点，观众能够在一天的碎
片化时间里快速刷完十几甚至几十集的一整部
微短剧，所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用户青睐。

根据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数据，2021年微
短剧全年备案数量为398部，2022年备案数量
接近 2800 部，同比增长 600%。有调查显示，

2023年上半年我国各网络平台共上线微短剧
480多部，已经超过2022年全年的数量，相当
于平均一天就要上线2.7部。

微短剧风潮兴起，成了眼下网络视频的
“新风口”。

调查显示，微短剧的单集时长短，制作成
本较低。有的微短剧一集剧1分钟，拍摄成本
只需要5000元起步，但是投资少、见效快。微
短剧行业的月充值金额，已经从今年6月份的
4000万元增长至10月份的6000万元，据行业
数据预测，预计2023全年将达到250亿至300
亿元，这个行业正处于快速增长期。那么，微
短剧是如何带来井喷式流量的？又如何盈利？

随意跳平台 中途要充值 微短剧投诉激增
获取商业利润、培养创作力量的同时，呈

现井喷式增长的微短剧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在消费者投诉平台上，有不少网友反映，在

小程序上看微短剧遭遇虚假宣传却投诉无门。
有的用户称，在一个短视频平台点击了相关链

接，但是需要跳转到另一社交平台，充值后发现
被欺骗，想把钱退回才发现根本没有客服的联
系渠道。另一网友在投诉平台上反映称，在某
短视频平台上刷微短剧，网络广告上宣称“9.9
元解锁本剧全集”，但仅看到一半就被要求再充
值。不仅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频发，一
些微短剧更是内容低俗，存在不良价值观导向，
这也早已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

广电总局与多平台开展微短剧治理工作
针对网络微短剧内容良莠不齐、运营模式

乱象频出的现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持续开展
治理工作，并发布多项管理措施。各网络平台
也相继开展对违规微短剧和相关账号的清查
处置工作。

下一步，广电总局将从7个方面加大管理
力度、细化管理举措，包括加快制定《网络微短
剧创作生产与内容审核细则》；研究推动网络
微短剧 App 和“小程序”纳入日常机构管理
等。 本报综合消息

广电总局整治违规微短剧

“桂花牌”手表受热捧 有人排队8小时购买

近段时间，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叫
“假水”的玩具，似水又不是水，被称为
“解压神器”，广受低年级学生的追捧。

外形酷似缩小版的饮料瓶有风险
近日，厦门海沧一超市因将外观

与普通饮料无异的“假水”玩具与文具
杂物摆放在一起，容易让儿童认为是
食品而购买误食，被市场监管部门责
令整改。

厦门海沧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在对该超市检查时发现，这款“假水”
玩具外形很像缩小版的饮料瓶，瓶身
上印着乳酸菌、气泡水等字样。瓶内
液体呈透明或者半透明状，有一定的
流动性，无论是外观还是色彩都和市
面上的饮料相似。有些“假水”还散发
着清香，看起来似乎真的很像一瓶香
甜可口的小饮料。

这些“假水”玩具的瓶身标签上，
“产品名称”一栏写着“水晶泥套装”，
“成分”一栏写着“水、PVA（PVA是聚
乙烯醇的缩写，它可以在常温下迅速
溶于水，形成胶体溶液）、色素”。

“这款玩具标注的主要成分虽然
大多是水、聚乙烯醇（PVA）、色素等，
但此前经检测，假水玩具普遍存在硼
元素含量较高，有的还含有异噻唑啉
酮类防腐剂，即使不被误食，也对儿童
的健康存在较大风险。”执法人员告诉
记者。

立即整改，当场下架！
执法人员立即与超市负责人进行

沟通并指出，虽然其销售的“假水”玩
具外包装上有“不可食用”的标识，但
因其产品外观具有迷惑性且鉴于儿童
的认知能力较弱，该玩具仍有被儿童
当成饮料而误拿、误食的风险。执法
人员要求商家立即进行整改，将剩余
的“假水”玩具当场下架。

“假水”玩具并不安全环保
“假水”玩具是否真的“安全环

保”？此前，记者采购了 9 款 14 批次
“假水”样品，送到检测机构进行化学
测试。取样检测数据显示，这14批次

“假水”样品竟然全部含有超过欧盟玩
具安全限值的硼元素，最多的大概超
标了6倍多。

对于超标最多的一款产品，商家
却宣称为大厂家生产，不含硼砂。这
款产品标明只有纯净水、发泡粉、淀
粉、黏合剂等6种成分，完全给人以安
全环保的印象。

测试工程师告诉记者，中小学生
或儿童在玩耍“假水”的过程中，通过
破损的皮肤以及口部不慎直接或间接
接触，都会使过量的硼砂进入人体，久
而久之会不断累积，埋下健康隐患。

含硼砂玩具危害大 安全标准需
增加限制内容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秘书长刘艳
芳介绍：“小作坊基本上都是用水和各
种相关的化学原材料勾兑到一起，能
达到这个效果就是了。”

检测机构的工程师张婷告诉记
者，生产者之所以愿意在“假水”玩
具中添加硼砂，还因为硼砂能够改
变水样物质的流动性，让“假水”更
具弹性，延展性更强，实现手感更佳
的效果。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及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2020年11月发布《消费品
中重点化学物质使用控制指南》，建议
液体或黏性玩具材料中，硼的迁移量
要少于 300 毫克每千克，但是这个指
南并不具备强制性。

相关人士呼吁，对健康安全带来
威胁的硼砂物质，应尽快在玩具安全
标准中增加限制内容，通过标准规范
和行政管理改变目前此类玩具过量添
加危险物质的现状。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