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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 32
岁的双语女硕士刘
双 ， 最 近 成 为 网
红——— 一切都源于
她应聘保姆时提交的
一份简历表。 简历表
显示，她擅长法语、英
语，硕士学历，不仅有
大型企业外派非洲的
工作经历， 还从事过
早教工作。 刘双表示，
她觉得从事家政行业
并不丢人， 只是出于
个人爱好。 她说，“从
事家政工作是我创业
的第一步。 ”
（5 月 27 日 中新网）

宏观来看 ， 家政
行业一直在扩大边界， 服务内容
也不断升级。 很多人理解的保姆，
只是做饭、 保洁、 照顾老人或孩
子，不仅没有技术含量，而且感觉
低人一等。 其实，随着人们收入水
平的提高， 对家政服务人员的素
质要求越来越高， 有的要求一专
多能———既能收拾家， 也擅长带
孩子，还有收纳机能。 譬如月嫂之
所以收入高， 除了体力劳动重之
外，有带孩子经验也是加分项；有
的则对服务品质有着个性化和精
细化需求， 传统意义上的保姆很
难胜任 ，而更年轻 、更有知识 、更
善于沟通和学习能力强的服务人
员就会出现。 更有技术含量和门
槛， 价格自然也不会与传统家政
服务看齐， 月薪上万甚至超过一
般白领，再正常不过。 某种程度上
说，这是市场细分的结果，也顺应
了消费升级的需要， 老眼光已经
不适应新现实， 而随着偏见扭转
和物质刺激，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
高学历人才加入家政行业。

高质量和多功能服务，从来价
格不菲。 让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
才会更有议价能力，这也是对未来
年轻人制定发展规划的启示。

5 月 29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科
技工作者代表回信中，勉励全国科技工
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勇攀科技高峰。 令
人倍感温暖，深受鼓舞。

（5 月 29 日 新华社）
今年 5 月 30 日，是我国第四个“全

国科技工作者日”。防疫战也是科技战，
如果没有科学技术， 没有科技人员，面
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家就无法做到
心中有数，运筹帷幄，掌握抗击疫情的
主动权。正是科学技术在抗击疫情斗争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刷新着新时代青少
年对偶像的认知，崇拜科学家的青少年
越来越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从党中
央、国务院的宏观决策，到每一个重大
防控行动的部署和实施；从医务人员无
私无畏地冲在抗疫第一线，到科研人员
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
找到病原体， 研制出核酸检测试剂盒，
筛选出临床有效的药物和诊疗方法；从

地方政府全面启动 “线上办”“不见面”
政务服务，到学生们的“停课不停学”，
多个在线学习平台上线；从互联网医疗
平台充分发挥优势，为患者进行远程问
诊，到抗疫宣传和新冠肺炎感染人员排
查，处处都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在这场
全民抗疫战争中， 正是依靠互联网技
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构筑
起了一道道抗疫防线，最大限度地减少
了公众交叉感染和传播风险。众多的科
技手段在抗疫战斗中得到广泛应用，成
为抗击疫情硬核力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普
及是树人的事业。 目前，疫情防控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 抗疫是生动教材，既能
让学生感受惊心动魄、 感天动地的抗
疫战争，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生命教
育 、责任教育 、认同教育 ，又能引导学
生爱科技学科技钻科技， 感受科技的
无穷魅力。 这是开启青少年的科学家
之梦，激发一批批的青少年对宇宙、对

科学的向往， 燃起全民热爱科学的热
情， 为青少年打开通向科学知识大门
的重要机遇。

因此， 各地各校要结合抗疫实践
乘势而为，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
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引导学生将短期
行为变为长期价值观， 在青少年乃至
全社会中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
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让崇尚科
学、尊重科学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使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创新智慧
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让青少
年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的栋梁。

科技改变历史，知识改变命运。 人
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
术创新，让健康的偶像崇拜转变为更多
年轻人为国学习、 奋斗的强大动力，这
不仅是战胜大灾大疫的现实需要，也是
引领新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

让崇尚科学引领新时代
□ 唐守伦

北京市西城区出台学区新
政，今年 7月 31日之后新购房
产将实施“多校划片”，处于义
务教育阶段并准备入学的学
生， 可通过随机派位方式获取
上名校的资格。

（5 月 27 日《半月谈》）
在应试教育如火如荼的年

代， 每个城市都诞生了一些名
校，而名校又加剧了生源竞争，
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名校拼
得焦头烂额， 甚至借钱卖房也
要让孩子上名校。 名校也在不
少地方推行教育产业化的浪潮
中，开始收取高价学费，最终让
有财富、 有门路的家庭占尽先
机。

为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
各地又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即
一个片区对应一所学校， 严禁
跨片区择校。 于是一些家长变
择校为择房。 由于名校资源的
稀缺属性， 其所在片区的房价
一路扶摇直上， 令普通百姓望而却步，学
区房就在这种背景下日益炙手可热。 有家
长感叹：买学区房，要倾家荡产 ;不买学区
房，上名校难于上青天。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起点和
支点， 而学区房无疑阻碍教育公平进程，
造成了教育起跑线的不平等。 没有教育公
平， 穷孩子可能翻不了身，“寒门出状元”
的情况可能更加少见。 上名校如果慢慢变
成富人的专利，将导致阶层固化，而阶层
固化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毒瘤，会引发一
系列社会问题。 放任学区房野蛮生长，是
为了局部利益而践踏公平原则的短视行
为。

如今，“多校划片”等举措，就是给火
得发烫的学区房降温之举，可能会使一些
意图通过购买学区房来择校的家长断了
念想。

但我们也要看到， 学区房的出现，归
根到底是基础教育资源不均衡分布导致
的，“多校划片”等措施只能是义务教育不
均衡发展背景下采取的过渡措施。 如果
“多校划片” 后名校继续保留其拥有优良
教育资源的优势，那么名校的稀缺性很可
能还会滋生出其他形式的教育不公平现
象，结果就是不断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政府应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硬核的行动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尽快缩小各校办学
差距，这样才能让一路狂奔的学区房悬崖
勒马，让教育真正回归公平的轨道。

艺人仝卓在近日直播时，自曝高考时
将往届生改为应届生身份，称当时心仪的
高校要求应届生身份，于是“通过一些手
段”修改了自己的考生身份。事件发酵后，
仝卓表示，“应届生”是自己考学失利后复
读时的自我暗示，并数度“哽咽”称当艺人
说话不自由，对于“往届生变应届生”的操
作，却未做正面回应。 而教育部已要求山
西有关方面对此开展调查，并明确表示对
违规行为零容忍，此事虽时隔多年，也将
追查到底。

（5 月 29 日 《人民日报》）
仝卓自曝“往届生变应届生”，言语间

还有引以为傲之意，遭质疑后又开启“诉
苦”模式，这波操作确实很“迷”。但从公共
角度看，最该关心的，是他所说的“往届生
变应届生”情况是否属实。 毕竟，“往届生

变应届生”不是变身游戏，而是事关公平。
此事如若属实，那就是高考作弊。 一

般而言，篡改身份信息的作弊行为难度不
小，非个人之力能成，通常都存在作弊链
条，需户籍管理部门、教育部门、学校有关
人员配合，才能修改学籍信息。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门根据其自曝的
信息启动调查，来得很及时。 只要调查结
果属实， 不管其是否从篡改身份中获益，
都必须依法作出处理， 包括取消所获学
位，并严肃追究参与作弊案的相关人员的
责任。

就此事而言，鉴于可能有地方教育部
门卷入其中，由教育部介入，能确保调查
不受利益关系影响，也以此向公众传递明
确的信息：高考公平，来不得半点儿戏。

仝卓把明显属于高考作弊的行为拿

出来分享，缺少的是基本的是非观和“法
与非法”的判断。舆论哗然后，他又说自己
“最后还是没考上”，言外之意是，自己没
有从舞弊运作中获得实质好处。但判断高
考作弊，是否从作弊中获得好处，并不是
依据。

在高考中， 把往届生改为应届生，是
比较少见的作弊操作。 篡改身份信息，抹
掉“往届痕迹”，要动用多方力量，难度很
大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总体而言，在
我国高考录取中，往届生和应届生的报考
机会差不多，只有很少高校明确只招应届
生，不招往届生。为此运作篡改身份，也是
够“任性”。

如今，教育部介入调查，这样较真也
是为了公平。无论如何，要以公平之名，将
问题调查清楚，给公众明晰交代。

“如何做好父母”是社会考题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南开区政协副主席许洪玲建议，在社区举
办家长课堂，并针对准备送孩子入小学的家长开展相关课程教育，颁发“合
格父母”上岗证随学生档案入学。 笔者认为，孩子成长中出现的问题，往往
是父母教育不当的结果。父母爱孩子，从来不是有意愿就够了，还需要能力
和技巧。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家庭教育难度在逐渐增加，急需构建科学完
备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和监测评估制度，落实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
任，转变育人观念，为家长提供相关指导和帮助。 由此看来，教父母如何做
好父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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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生变应届生？ 教育公平不容践踏
□ 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