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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就在几天前， 深圳原公安局
长李铭成为南科大新任党委书
记，朱清时不再兼任，有媒体称朱
清时的校长职务也将于今年9月
卸去。专家表示，这可能标志南科
大去行政化的失败。 谈到南科大
教育改革，朱清时说，改革一定会
成功，但不一定在南科大。

矢志改革的人多是理想主义
者，而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时常是理
想落败，等待理想主义改革者的往
往会是一个悲观的结局。朱清时之
与南科大，目前看起来也是如此。

五年前，朱清时高擎“去行政
化”、“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
三竿理想主义大旗南下， 立志从
零开始将南科大打造成“中国的

麻省理工学院”。然而，时至今日，
朱清时的“三个理想”几乎全面落
空： 深圳组织部门出面为南科大
招聘副校长、 理事会成员过半是
官员，首届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
南科大章程难产，学生退学、教师
离队……一时间， 即便朱清时勉
力继续撑着理想主义的大旗未
倒，内外交困的局面，也足以令观
察者对朱清时四面楚歌的境地报
以同情， 继而陷入对这场改革试
验的悲观情绪之中。

因此， 此次南科大的人事任
免， 多半会被解读为验证了观察
者的悲观判断———如果朱清时连
校长的职位也不保留， 那么就可
以说，南科大在完成“去行政化”

之前， 先完成了“去朱清时化”
———这样的结局， 对于一所大学
的创办者而言堪称冷酷， 亦令改
革者心冷。面对媒体的诸多提问，
朱清时以“不方便说”三缄其口，
或者其实内中隐情并非众人想象
的那样黯然。

至少， 朱清时自己没有那么
悲观。 即便对南科大的前景不再
像以前那样“想得简单了一点”，
但提到南科大的教育改革， 朱清
时仍然斩钉截铁地说“改革一定
会成功”。在经历五年挫折的改革
实践后，仍保持这份自信，应当不
再单纯是理想主义的坚持， 而是
“狂沙吹尽始见金”后的坚定。

这并不是恭维或者高估朱清

时， 而是基于基本的常识与长远的
趋势去看， 所谓朱清时创办南科大
的三个教育理想， 其实是教育改革
共识。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就有包含“去行
政化”与“学校自主办学”等遵循现
代办学理念的国家顶层设计， 其中
凝聚了改革共识与智慧， 也有朱清
时这样改革先行者的贡献， 更是朱
清时们“改革必定成功”信念的力量
源泉。

而朱清时办学中所遇到的烦恼
与挫折， 则是怀揣改革理想的人在
践行理想过程中都可能遭遇的。比
如， 把事情想简单了， 预备工作不
足；再如“去行政化”又遭遇必须还
要依靠行政资源支撑的悖论……经

历过了，朱清时也逐渐明白：改革不
能一步到位， 有些失误本可以避免，
有些弯路可以不必走……但是，假如
没有经历，朱清时们可能一直在理想
的热情漩涡中眩晕———由此而言，改
革需要坚持，也需要汲取教训，必要
时妥协也是可以接受的选项。

朱清时说， 改革成功不一定在
南科大，换言之，改革成功也不一定
在朱清时———但所有的改革探索与
尝试都是值得给予掌声的。“成功不
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没有这
样的信心和信念才是真正的悲哀。
只有那些因为改革遇挫， 就想走回
头路的人， 才终究会因落后改革而
成为历史的笑柄与悲剧的主角。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南科大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

余以为…

火车上卖WiFi是炒作更是倒逼“张家幼女初长成，诗情画意
玲珑心，锦绣前程拟铺就，勤
奋读书秀于林。”

据媒体报道， 河南漯河二
实小的陈静老师， 给学生张诗
锦写了一首含有其名字的藏头
诗， 内容如上。 这让张诗锦和
家长很是感动， 也引起网友热
议。

张文龙：赞一个，这对孩子的成长
很有帮助。
冬辉妈： 有这样的老师孩子真幸
福， 祈祷我的孩子也能遇到好老
师。
草根：也晒晒俺的评语，“该生在
校表现好，团结同学，待人有礼
貌……”
飞翔：是领导家里的孩子么？

“初中生就可以胜任，没有技
术含量。”

刘茜大学读的是师范专业，
她本来可以做一名老师， 但她
2008年毕业找工作时没有一点方
向， 于是选择了报考河北省的公
务员， 并且最终幸运地成为其中
一员。每天打字、做报表的她现在
有了这种感觉。

亿万理由：终于有人说实话了。
紫日：也要分职位，很多岗位还是
很有技术含量的。
假装在沉睡： 看来这个美女是不
打算在公务员的圈子里混了！
大叔： 侧面说明政府很多部门人
员冗余严重？
惊天地：辞职吧，妹子！外面很多
人等着进来。

近日，一位19岁男孩回家
途中在火车上卖WiFi，将车厢
变成网吧， 半小时赚取500元
的话题蹿红微博。 据了解，这
个男孩实际上是利用了一款
浏览器的限速、 限时等功能，
从而当起网管。 不少网友认
为，这则新闻是为了炒作这款
浏览器。

炒作与否暂且不议。一
个显见的事实是， 自国内第
一部安卓手机诞生起， 手机
用户对于WiFi的需求就开
始不断增长， 直至智能手机
日益普及，WiFi需求更呈爆
发式增长。这期间，随着许多
城市公交、 地铁上无线网络
的覆盖日增， 对于火车上能

否实现畅快上网， 自然成
为了公众的急切期待。

火车上卖WiFi是炒作
更是倒逼。这就是，不能因
为春运等时刻的一票难求，
就无意劳神费力地尽快补
上无线上网的短板；也不
能靠着高铁、动车等的不
菲票价， 就懒得去赚那些
网络配套服务的“蝇头小
利”。 联想到春运网上售票
系统，面对“技术流”的抢票
“黄牛”， 竟然显得束手无
策、不堪一“刷”的被动囧
态， 铁路服务需要倒逼升
级的方面，确实可称是不止
一二。

颇值玩味的一种对比

是，对于火车上卖WiFi的传闻，
铁路部门向记者表示，此类情况
违反规定，列车工作人员可依相
关规定，劝阻、制止商贩登车叫
卖。由此，难怪有网友戏谑道：坐
火车时我想安静休息和睡觉，不
准兜售WiFi可以， 但也请把那
些嚷嚷不休卖零食、卖饮料的都
禁了吧。

走笔至此，我倒觉得，即便
“火车上卖WiFi” 或是一篇炒作
软文， 却也大可不必“闻炒生
厌”。因为，把这种“虎口夺食”的
便民利器炒热之后，有关部门大
概才会睁开“惺忪睡眼”， 去想
“收回失地”的办法与对策。换一
种说法就是，有竞争总比没人干
来得好。 ■司马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