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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都是“学霸”，孩子却是“学

渣”，怎么破？近日，北大教授丁延庆

的吐槽让很多人心有戚戚。他调侃

道，给女儿辅导作业“非常困难”，自

己在经历了痛心疾首、怀疑人生后，

终于接受了“女难如己”的现实。

（5月21日《北京日报》）

辅导作业抓狂也好，崩溃也罢，

尽管并非所有的父母都是名校“学

霸”，但有类似丁教授这般心路历程

的那可太多了。为人父母者，自然都

盼着孩子能平安平顺、成功成才。那

些自己十年寒窗、闯出天地的，往往

有“青既出于蓝，怎能又怎会不胜于

蓝”的执念。反之，那些自己志向未

酬、心存遗憾的，则多巴望孩子远超

父母、圆梦遂愿。都是“为了你好”，

可路就这么一条，一旦孩子成绩平平

和自己当年“不能比”，或者和自己早

送晚接、砸钱补习的投入“不能比”，

又或者看着还行但和“别人家的孩

子”“不能比”，一些父母就会颇为失

落乃至极度上火，能“心如止水”“接

受现实”已是不易了。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孩

子多考虑、为孩子多付出本身是令人感

动的。但在焦虑的同时，可能我们又不

得不清醒地想一想，在我们划定的单向

赛道中，是否真的就有孩子的幸福人

生？以我们目前选择的度量指标，是否

真能判定孩子是不是“学渣”？

有人说，人生三道坎——接受父

母平庸，接受自己平庸，接受孩子平

庸。平庸与否本无定论，但这个段

子，就是要家长们学会自我释怀，与

那个“和想象中不一样的小孩”和解。

至于“学霸”丁教授，在接受了孩

子“成绩一般”后却并未在教育上“躺

平”。只要有空就接送女儿上下学，

在一路同行中讲解题目、聊聊生活，

充分享受亲子互动，这种陪伴与亲

近，或许才是孩子最需要的。

有多少青少年会在追星上

花钱？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调查显示，52.8%的受访青

少年每月用于追星的花费在

100元以上。50.5%的受访青少

年坦言，父母并不清楚自己在

为追星花钱。

（5月17日《中国青年报》）

这份调查说明，随着消费

水平提升，青少年追星的投入

正变得越来越高，甚至超乎家

长的想象。青少年的价值观尚

未定型，在饭圈文化的洗脑之

下，盲目花钱为“爱豆”打榜充

值，不只影响正常的学业，还影

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调查显示，受访青少年会

通过多种渠道为偶像花钱，比

如购买专辑、写真、书籍、代言

产品，送偶像高价礼物等。但

绝大部分的家长，并不知道孩

子这种花钱追星的行为。青少

年往往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追星文化的

深度渗透，无疑会衍生诱导消费等问题。

青少年群体原本就缺少独立的判断能

力，容易跟风追逐潮流，一旦花钱追星成

瘾，很有可能误入歧途。媒体曾多次报道，

一些青少年盗用父母的网络账户，或者借

用他人身份证进行网贷，借钱为明星集资

打榜、送应援礼。更值得警惕的是，现在的

追星文化和饭圈文化，正在不断向低龄学

生渗透，小学生甚至都无法幸免地被卷入

了这股“洪流”之中。前不久，一段教师组

织三年级小学生为偶像应援的视频，引发

广泛争议；一些小学生学习类APP包含大

量追星内容等，这都是追星文化、饭圈文化

侵袭青少年的缩影，甚至在潜移默化地助

长拜金主义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流行。

作为教育工作者对当下畸形的饭圈文

化，应该高度警惕。一方面，要当心它对青

少年群体心智造成的负面伤害，比如助长

跟风意识、二元对立思维；另一方面，要警

惕粉丝经济影响下的青少年盲目消费追

星。作为监护人，家长对于孩子的日常追

星行为，应该有更深入地跟踪了解，及时监

督他们的一些异常追星举动，提前干预。

学校方面，也要加强正面引导，让学生对偶

像言行有独立的辨识能力和自我警醒意

识。各大互联网平台，更要有社会责任感，

加强自我净化，为青少年营造清朗的环境，

避免青少年被畸形的饭圈文化误导。

张鹏程是河南省周口市

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校

长。他是一名“80 后”，却因

头发花白而被称为“白发校

长”。几年前，他来到二郎庙

小学担任校长时，学校只有不

到30名学生。张鹏程修缮校

舍，开办幼儿园，还经常拿自

己的工资补贴学校餐费。在

他的努力下，学校越办越好。

（5月21日《人民日报》）

与同龄人相比，不到 40

岁的张鹏程显得颇为老成。

年龄与外表的反差背后，是

他这些年为乡村教育付出的心血。

在乡村教书育人，需要热爱教育的

定力、淡泊名利的坚守。深入了解张鹏

程，更能感受到他对孩子们的真情关

爱、对教育事业的倾情付出。之前，学

校条件不好，学生冬季洗澡不方便，张

鹏程就自掏腰包带他们到乡村浴池；学

校有营养餐，但为了让孩子们吃得更

好，他常常拿自己的工资来补贴餐费，

让孩子们吃上更多肉和水果；学生大多

是留守儿童，张鹏程和老师们就尽力陪

伴和开导他们，希望“能让他们感觉到

家的温暖”。

当被问及坚守乡村的原因时，张鹏

程说得很简单：“二郎庙村是我成长的

地方，这就是一种缘分，这也让我下定

决心为学校做出点改变，反哺我的母

校。”反哺母校、献身家乡教育，这是从

农村走出来的张鹏程的感恩情怀，更是

一位教师托举乡村教育的爱与责任。

老一辈教育工作者“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同样在今天的广

大教师身上闪光。他们怀着赤诚之心、

奉献之心、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特

别是在广大乡村，数百万乡村教师、近

百万特岗教师、数十万支教教师，用爱

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

想。

照亮孩子的未来，需要拨亮教育的

灯火；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一

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队

伍。将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倾斜，

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

的教育，让老师们在岗位上有成就感、

生活上有幸福感、社会上有荣誉感，乡

村教育的振兴才能有更多支点，孩子的

未来才会有更多可能。

学术研讨会，真正的“研讨”仅占1/3，剩下都是啥？特别是到了

“会议季”，会连会、会叠会，学者们常常苦于分身乏术，疲于奔会。论

者指出，研讨会少了研究讨论，多了敷衍表演，这种走过场的“学术演

出”不过是一场热闹。让研讨会少些表演痕迹，多激荡些灵感火花，

才会让学术研究更加纯粹。

程曼诗

5月23日下午，受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委托，省

委书记许达哲专程看望了袁隆平同志的

家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袁隆平同志

的深切悼念和对其家属的亲切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袁隆平同志

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技创新、世界粮

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要求广大党

员、干部和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学

习。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事关国运、民

生。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

民问题，十分关注粮食问题，强调“中国

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

上”。让中国人民仓廪充实、餐桌丰富，

袁隆平院士居功至伟。

斯人已去，精神如炬、功勋永存，袁

隆平这位科学巨匠的名字注定铭刻在人

民群众的心里。向袁隆平同志学习，就

要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信念坚定、矢志不渝，勇于创新、朴实无

华的高贵品质。

所贵惟贤，所宝惟谷。袁隆平是举

世闻名的科学家，是一位对祖国怀有深

厚情感、无比热爱国家的人。“科技工作

者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是基本前

提。如果对民族、对国家、对社会、对人

民没有感情，就很难成就一番事业。”正

是带着这种为国为民的强烈使命感，袁

隆平在规划人生目标、选择科研方向上，

始终将人生出彩的“自我”服从于国家、

人民需要的“大我”。他把自己比作种

子，不管撒在哪里都会生根发芽。朴素

的爱国为民情感，让袁隆平始终怀揣“禾

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

专注田畴，播撒智慧，收获富足。“把饭碗

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这位“共和国

勋章”的获得者，一辈子为此奋斗不止。

如今，杂交水稻技术不仅为中国的粮食

安全支起了有效的屏障，还推广到全世

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世界带去抵御

饥饿威胁的福音。

国士无双，侠之大者。向袁隆平同

志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

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

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

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

上”。袁隆平同志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

交水稻的开创者，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

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从 1964

年发现第一株雄性不育株，到三系配套

成功，袁隆平为之整整奋斗了10年；“心

在最高处，根在最深处”，袁隆平在科学

家与农民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身份之

间自由驰骋；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第

三代杂交水稻，他在科学探索的崎岖道

路上从未止步。“一生一件事，一逝泣鬼

神”，袁隆平的一生，真正把论文写在了

祖国的大地上，这份沾满泥土、刻在大地

上的答卷，因为写满“丹心从来系家国”

的信念与忠诚而无比厚重。

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的殷殷期待，是湖

南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推动“三

高四新”战略落实落地，奋力把习近平总

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

实，广大党员干部应当大力学习、弘扬袁

隆平院士爱党爱国、朴实无华、勇于创新

的高贵品质、崇高风范，立足岗位建功立

业，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实绩实效，迎

接党的百年华诞。

湖南日报评论员

大力弘扬袁隆平院士的高贵品质和崇高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