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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千秋伟业，“流量思维”

并不适合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因此，刹一刹“异

地办校区”之风是迫切而及时的大事。

神化“异地办校区”之风当休矣

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

□邓海建

有网友提问，中国科学院大学

兰州学院还建吗？甘肃省教育厅3

月16日回应称，在赴教育部沟通

时，被明确反馈“不支持也不鼓励

异地办校区”。

地方渴慕人才与名校的热望，

不仅写在脸上，更写在规划里。比

如，2021年发布的甘肃省“十四五”

规划纲要曾明确提及，“建立各级政

府、科研单位和企业科技成果供需

对接机制，促进政产学研紧密合作，

支持中国科学院大学兰州学院建

设”。校地联姻、优势互补，名校得

到真金白银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地方收获了名校及生源的溢出效

应，尤其在“抢才大战”“抢人大战”

热火朝天的时候，这似乎是可以一

举多“赢”、“几”全齐美的好事。

但怕就怕一窝蜂，怕就怕玩形

式。有媒体曾报道，截至2021年5

月底，全国共有71所“双一流”建

设高校在异地开设了校区或研究

生院（包括已签约项目），设立机构

数达到108个。但结果似乎有点

两极分化：以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

区为例，2012年开始招生，但2016

年大幅度缩减招生计划；又比如，

2020年高考录取分数公布后，多

地就出现过“哈工大深圳校区录取

分数线超越校本部”的情况。几家

欢喜几家愁，但似乎都偏离了当初

合作拟定的“航线”。

不妨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这

些年来，“异地办校区”之风愈吹愈

烈，真正的问题在三个方面。第

一，名校之“名”，何以速成？如果

办大学跟加盟连锁一样容易，中国

岂非只要北大清华等几所高校就

足以？第二，名校之“名”，到了地

方怕也只是“徒有其名”。且不说

师资等软硬件资源无法“复制粘

贴”，即便是人文环境等诸多变量，

恐怕也糊弄不了越来越清醒的考

生和家长。第三，“异地办校区”往

往是行政主导，而非市场行为。说

到底，少数名校急于资源变现，而

少数地方又病急乱投医，各自在

“校地合作”的幌子之下，做着凸显

政绩又看似很有声势的事。更多

是拍脑袋决策，要基础没基础、要

刚需没刚需，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热

闹过后的“门庭冷落鞍马稀”。

拉个大学，建个校区，取个名

字，做场大戏。或因如此，教育主

管部门对相关情况早就了然于

胸。2017 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基本建

设管理的通知》（教发厅函〔2017〕

12号），要求审慎决策建设新校区，

原则上不支持、不鼓励跨城市、跨

省建设新校区，特别是具有本科教

学功能的新校区。2018年，教育

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18

年度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通知》

（教发厅函〔2018〕215号）明确要

求，申请设置本科学校的，须不存

在跨地市办学的问题。

不过，部分名校与地方政府

“暗生情愫”的冲动很难禁绝。直

至2020年，教育部发布《对十三届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5221号建议

的答复》，明确表示“从我国历史上

产生的异地校区办学情况来看，由

于异地办校会稀释高校原有优质

教育资源品牌，导致学校规范管理

呈现效应递减，难以形成与本校一

体化的校园育人氛围等，故教育部

暂不支持关于引导京沪等部属优

质高校在河南设立分校、研究生

院、特色学院等实体机构……”是

非利害，一目了然。这话已经挑明

了：要想成功自己干，别总想着搭

便车。

武汉大学深圳校区无疾而终，

中国科学院大学兰州学院中道崩

殂……“异地办校区”之风，至少迎

来了几盆冷水。尽管我们理解地

方政府与市民企盼一流高校的心

情，更理解引入高校在吸聚人口与

赋能新区等领域的“神效”，但教育

是立德树人的千秋伟业，“流量思

维”并不适合高等教育的长远发

展。因此，刹一刹“异地办校区”之

风是迫切而及时的大事。

●高校不能因为“考研热”自乱阵脚，更不可把

自身办成“研究生预备学校”。本科教育有自身课

程体系，课程学习不是为了考研，而是服从自身专

业培养目标。

考研再热，本科教育也不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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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日前，教育部发布《2022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

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这就

是通常所说的“国家分数线”。特

别相较去年的国家分数线，今年不

少学科门类的总分基本要求都提

升了不少。整体而言，除了农学和

军事学跟去年持平，其他门类涨超

10分的比比皆是，即使人们印象中

不够热的哲学，也达到了314分，

比去年高了15分。

考研国家线普遍上涨，上了热

搜，凸显的问题是“考研难”。“考研

热”很容易带来“考研难”。数据也

说明了这一点。今年考研报名人数

为457万人，2021年是377万人，

2020年是341万人，2017年是201

万人，5年过后，人数翻番。而事实

上，考研人数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

扩招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考研人

数的“猛涨”。热搜上说，“今年300

万人考研落榜”，着实冷酷。而另一

个数据似乎更有说服力，2022届高

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考研

报名人数为457万人，“一半毕业生

都在考研”，“考研热如斯”给高校办

学提出了一系列议题。

首先看本科教育。相较一些

研究型名校，无论从人数比重还是

办学方向来说，地方教学型或研究

教学型高校的本科教育是办学之

本。一直以来，地方院校将考研升

学率视为重要办学成绩，有的高校

考研升学率达到30%。而如今“考

研热”叠加“考研难”，特别是过去

不太参与考研竞争的名校学生、因

疫情留不了学的学生入场考研，让

那些传统的“考研名校”在“考研成

绩单”上表现下滑。到底是要“重

仓考研”，还是回归本科特色教

育？笔者看来，无论考研有多热，

按照教育规律办事，做强本科教育

是“以不变应万变”“利当下更利长

久”的良策。

有近一半本科毕业生考研，最

终考上的不过三成不到，考研俨然

成“第二次高考”。然而，本科教育

不能等同于高中学习，后者以升学

为目标，而前者的一个重要功能是

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一般来说，

从某个本科专业毕业的人，是能胜

任社会上的特定工作的。而近年来

一些高校的“办学考研化”，事实上

是在弱化、矮化本科教育。面临高

考，时有教师说“考好了，上了大学

什么都成了”，如果俨然“第二次高

考”的考研，也带来类似的想法，则

会带来本科教育的主体性不足和办

学定力的虚化。

本科教育，千万不能以研究生

入学考试为导向，更不能因为“考研

热”继续弱化本科教育，相反要加

强本科教育，发扬自身在给学生打

专业基础、培养特色人才上的优势。

“考研热”不可异化为本科教

育焦虑。“以本为本”永远不过时。

本科生只有读研、升学一途？未

必。好的本科教育，会让学生受益

终身。高校不能因为“考研热”自

乱阵脚，更不可把自身办成“研究

生预备学校”。本科教育有自身课

程体系，课程学习不是为了考研，

而是服从自身专业培养目标。切

勿“考什么，只学什么”，更不可因

为考研竞争太激烈而“强化本科教

育的考研导向”。

□卢红星

县中似乎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城乡居民在共同富

裕道路上齐头并进，县中必须崛起。去年年末

国家层面颁发的《“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为县中崛起提供了制度支撑。

但是，任何外因都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县

中崛起的关键之一在于实施自我拯救。

要增强学校崛起的信心。信心比黄金更重

要，这是困难时期团队必须坚守的信念。学校

发展越是困难，越要让全体教师看到学校发展

的光明前景。团队都有信心，团队就越有战斗

力，团队的绩效就会越来越好；团队里负面情绪

一多，大家相互感染，整体就会丧失前行的斗

志。树立团队的信心要做教师的思想工作。许

多人认为做思想工作比较苍白，不如给教师福

利来得实在。但是，我们要明白，思想工作做通

了，道理讲通了，就会有正能量。教师思想上想

明白了，其他的经济、物质上的困难等，都不会

成为他前进的绊脚石。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任

何时候都不要轻易放过做教师思想工作的机

会，以点燃教师心中的守业之火、创业之情。

要将教师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作为县中，尤

其是发展处于困境中的县中，一定要将教师队伍

建设放在第一位。一些校长习惯性认为，好不容

易培养了一个省市级教坛新秀，就被人家高薪挖

走了，倒不如不培养。这是一种偏见，也是一种

片面的做法。外引、调动很多时候不是学校说了

能算，关键是把现有的教师培养好。校长如果真

心有意培养教师，一个优秀教师外流了，就会有

更多的教师在成长。学校培养教师，必须立足全

体教师。学校的崛起，需要师资的整体进步，一

两个优秀教师的力量有限。水涨船高，学校只有

整体师资水平提高了，才会有冒尖教师的产生。

在没有高峰产生之前，不妨先孕育高原。而培养

教师，更要做到师德与师能相统一。

要重视学校日常管理。管理是一门学问，

也是一种生产力、教学力。纵观一些高中名

校，不乏以生源取胜的，也不乏以师资取胜的，

更不乏以管理取胜的。以师资、生源取胜的，

先天条件比较好，这是一般县中无法企及的。

县中唯有脚踏实地，向以管理取胜的学校学

习，科学、严谨地做好政教管理、教学管理、后

勤管理。日常管理到位，就像春起之苗，不见

其增，但有所长；日常管理不到位，如磨刀之

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政教管理要刚柔并

济，张弛有度。学生晚上休息好了，白天才有

精神学习，学校稳定了，教师才会安心从教。

教学管理既要抬头看天，又要做好绣花功夫。

备课、赛课、研讨等要形成一个个闭环。要让

学生根据学校的教学节奏开展自主学习。后

勤管理虽不直接与教学挂钩，但直接影响学生

的学习心情，因此要做好周全的服务。

县中振兴的三个法宝

这段青春印记
不应只留下苦难

□李 平

这个春天，“倒春寒”来袭。奥密克戎变

异株传播快、隐匿性强，国内疫情发生频次

明显增加，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波及范围不

断扩大。疫情形势严峻的吉林等地，一直严

防死守的校园内也爆发了聚集性疫情，着实

打了师生们一个措手不及，由于防疫准备严

重不足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让不少大学生崩

溃大哭。

他们的“哭声”不免令人心疼。人们常常

感慨“青春才几年，疫情占3年”，尤其是对于

大学生们来说，理想中无忧无虑的大学生活，

是一直以来的“诗和远方”，是多彩的课堂、激

情的青春、丰富的社团活动，是一场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却因疫情反反复复，被严格的封闭

管理、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看不到头的线上

网课所取代。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难。突发的疫情并

没有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生活的河流无法阻

挡、滚滚向前。作为当代大学生，既然身处其

中，与其怨天尤人，不如迎难而上。事实证

明，很多在校大学生扛起了时代赋予的使命

与责任，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之歌，有的奔赴

抗疫一线，有的运用专业知识服务抗疫，更多

的大学生隔离期间却不隔“爱与乐观”……

疫情平息仍有待时日。对于高校而

言，特殊时期的校园管理除了要走在疫情

前面，提前做好相关部署之外，尤其要做好

学生的思想引领工作，为学生拨开思想迷

雾，避免学生出现思想、情绪上的波动，让

学生坚信“困难是暂时的，疫情是可以战胜

的”，鼓励学生用眼下的“静”为战胜疫情贡

献一己之力。

疫情终究会过去，以后当大学生回望这

段苦难，希望他们记起的，不光是自己一时情

绪的宣泄，不光是被疫情偷走的那些宁静、美

好，还有师生共同抗疫的众志成城、每一个为

这场抗疫持久战作出贡献的瞬间、自己排除万

难让学业日日精进的坚强，以及那份始终深植

于心的“中国必胜”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新闻回顾 连日来，吉林高校爆发聚集性疫情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让人印象

深刻的是一则传播率颇高的、来自该校一名学生对于封校之后学生境况的“曝光”

信。在这则仅有数百字的爆料信中，出现最多的场景，就是学生“哭了”——“学生哭

着给老师打电话”“每个人都在崩溃大哭”“哭着给家里打电话”“同学都急哭了”……

▲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疫情“吓”哭大学生？
“哭了”只是青春的最真我表达
□杨朝清

看到“大学生哭了”，一些人热衷先入为

主地进行价值判断，认为大学生缺乏强大的

内心世界，在疫情面前失了方寸、乱了阵脚，

甚至有人觉得当代大学生精神“早衰”，是温

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的洗礼。

没有身临其境，没有将心比心，情绪性

的批评质疑显然是容易的。在充满不确定

的风险面前，恐惧既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

权利。作为疫情防控的重点，高校因其严

格的保护措施，成为学生们和家长们心目

中相对安全的地方，而这一次，狡猾、凶狠

的病毒攻破高校，既打破了一些人的心理

预期，也暴露出疫情防控存在的薄弱环节

及漏洞。

相关医学专家指出，消除恐惧是我们

面对病毒必须走出的第一步。心理建设需

要一个过程，没有完成心理建设的大学生，

被疫情触动情绪也是一种正常现象。面对

疫情，一些地方的市民出现了恐慌心理，将

超市的蔬菜和肉类等商品抢购一空。“哭

了”也好，抢购也罢，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

对疫情存在恐惧、恐慌的情绪底色却是一

样的，没有必要用“有色眼镜”来看大学生

群体。

受疫情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节奏一度被

打乱。年轻的面孔本就生动鲜活，“哭了”只

是大学生面对疫情的一种自然的表现。与

更懂得内敛、克制的“社会人”相比，大学生

愿意呈现出最真实的自我——在当病毒的威

力超越了大学生的认知范畴时，出现暂时性

的情绪宣泄在所难免。此外，有的在无人机

下露出年轻的笑容，有的互相给对方唱歌加

油打气，有的坚定从容地投身志愿服务……

说到底，“大学生哭了”无关精神“早衰”，而

是飞扬的青春在特殊情境下的一种呈现和

表达。

过度保护不利于大学生成长

□朱小峰

高校爆发聚集性疫情封校，出现最多的

场景，就是学生各种“哭”，这绝对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情。疫情“吓”哭大学生，暴露出了

学校管理及家庭教育中存在过度保护的短

板，这样的短板严重阻碍了大学生独立生存

能力的发展。

大学生是成年人，必须能够独立承担相

应的责任和义务，包括遵守法律法规、遵守

学校的管理规定，能够安排好自己的生活。

这种责任和义务，是他们在大学校园里学习

生活的前提。大学是为社会培养职业人才

的地方，负责为学生提供思想引领和专业能

力塑造，没有义务也没有精力来为学生提供

日常照料服务。

在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包

括大学生群体在内的成年人，都应该遵守国

家和所在地政府的相关规定，做好个人防

护。学校发生疫情，大学生首先要利用学校

提供的防疫条件，积极开展个人防护，并积极

开展专业学习。面对疫情，因为恐慌而乱了

阵脚，这既是对学生独立生存能力的一种否

定，也是对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一种质疑。

过度保护学生，会造成学生能力发展的

滞后或者残缺。高校需要检讨自己日常的

管理方式，是否管得太多、太死，是否因为害

怕出错，不敢也不愿意放手，造成学生对学

校形成严重的依赖。答案若是前者，一旦遇

到事情，学生束手无策，学校焦头烂额。实

际上，对大学生只要做好必要的引导就可以

了，犯错不可怕，只要能够及时得到改正，并

不会妨碍他们成长成才。

当然，除了高校，家长也要认真反思自

己在孩子的管理中，是否也存在过度保护的

问题。作为家长，出了问题别质疑在先，而

要鼓励孩子勇敢面对挫折，培养他们妥善应

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能力。

当前，网络招聘平台为各类求职者广泛应用。
但部分网络招聘平台存在招聘信息“水分”多、招聘
账号管理乱等问题，甚至涉诈涉黄，导致求职者合
法权益遭受不法侵害。网络招聘的“坑”让人防不
胜防，一方面在于网络招聘平台审核把关不到位、
市场监管不力；另一方面在于求职者辨识度低，自
我防范意识较弱。要将这些“坑”填平，网络招聘平
台须严把关，相关监管部门须加强监管，求职者自
身更需做足功课、擦亮眼睛、提升辨别能力。

（王 铎 绘）

网络求职莫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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