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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板凳甘坐十年冷”
增些温度

“每一项国家科技奖背后，都是科学
家们平均16年的‘坐冷板凳’。要完善与
基础研究特点相适应的保障、评价和激
励机制，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得
到更多褒奖。”5 月 24 日上午 9 时，全国
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
学院院士、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葛
均波在代表九三学社中央作大会发言
时，说出了上述这番话。

（5月24日澎湃新闻）

当前，我国科技事业正处于最好的
发展时期。国家层面的重视，社会层面的
支持，科技工作者一年接着一年打下的
基础，都体现了这一点。但正如葛均波所
说，目前科技领域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
挑战。比如，急功近利、浮躁、浮夸、圈子
文化等现象时有发生，无论是外部还是
内部，都有不少批评和担心。科技领域作
风和学风建设任重道远，其中一点，就是
弘扬“板凳甘坐十年冷”精神。

对 科 学 研 究 来 说 ，“ 板 凳 甘 坐 十 年
冷”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所有取得重大
成就的科学家的共识。统计表明，2018 年
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立项到结题平
均为 11.4 年，从结题到提名间隔 4.4 年。
如果没有一点“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时
间不长就想“伸手摘桃子”，又怎么可能
取得重大科研成就？

每一个科学家，最赢得社会关注的，
是当其获得科学荣誉的时候，可最值得
感动的是，是其埋头苦干、艰苦跋涉的时
候。前者是“椅子”，后者是“板凳”，两者
是分开的，不能“甘坐板凳”，就不会“坐
上椅子”。正如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
带领团队默默无闻潜心研究，历经数百
次失败，才收获世界级荣誉；“两弹元勋”
邓稼先埋名戈壁数十载，常年风餐露宿，

“用最原始的办法”破译原子弹的奥秘
……如果科技界设有“板凳奖”的话，每
一个做出重大科研成就的科学家，都可
以拿这个奖。

需要注意，葛均波讲的是，让“板凳
甘坐十年冷”的专注得到更多褒奖，而不
是单纯地向科研工作者发出倡议。不必
讳言，当前的考核和激励机制，一定程度
上制造和推动急功近利的风气。曾有人
感慨，一项成果本应该写成一篇高质量
论文，但为了多出论文，结果分成了好几
篇。当然，一些问题正在解决，比如有关
部委已发文破除“SCI 至上”，但破解制约
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支撑能力和评价
标准问题仍待解决。从环境和生态上做
出根本性调整，这比单纯呼吁重要。

还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领域虽有其
相对特殊性，但也并非与世隔绝，完全不
受社会影响。如果全社会一团浮躁，指望
科技领域“风景独好”，难度相当大。不必
讳言，现在全社会都缺少“板凳精神”。看
看身边，不肯下苦功，总是想一步登天；
容易出成绩、出形象的事抢着干，遇到打
基础利长远的事就不愿干；考核注重形
式，让投机取巧者钻了空子，而踏实苦干
者被冷落被埋没……类似这样的事情还
少吗？尤其可怕的是，这种浮躁的社会心
理，正在向青少年蔓延，深深影响未来根
基。

科技领域攻关，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犹如跳高跳远。经
验告诉我们，蹲得越深爆发力越强，助跑
越快跳得越远，当前很有必要在全社会
大力弘扬“板凳精神”。不仅是科技领域，
需要建立和完善保障、评价和激励机制，
让“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得到更多褒
奖；全社会都要构造健康生态，让“甘坐
冷板凳”的人不冷，让投巧取巧者无机。

毛建国

可以向往
无须模仿

“据说还有7年才能退休，我想将这7年
赏赐给自己，不愿自己的一生被人安排。”近日
一封辞职信让深圳的语文教师熊芳芳走红网
络。31年从教生涯里，熊芳芳曾获得多份荣誉，在
多地有过教学经历。她说，辞职的决定自己也考虑
了两年多，递辞职信的时候，“豪迈和凄凉参半，有
决绝也有不舍。”（5月24日《新京报》）

“不愿一生被人安排”，从一位有31年从教生
涯的熊芳芳嘴里说出来，让人并不意外，反而入情
入理又十分入耳。职场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久了，
都向往自由的生活方式。

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辞职名言比，
熊芳芳的话更有成熟女性的理性。熊芳芳的辞职
胆量，和有个性的人生观、世界观，也是许多人追
捧的关键所在。

不过，若将“不愿一生被人安排”放在整个社
会，就值得商榷了。熊芳芳17岁参加工作，有31年
教龄，是广东省“强师工程”重点课题负责人、深圳
市“十三五”重大招标课题负责人……其中每一项
简历或头衔，都足以使她在现有的岗位上闪闪发
光。她“不愿一生被人安排”，但恰恰也在安排或影
响许多人的一生。人生安排与被安排，有那么痛苦
不堪吗？

熊芳芳“不愿一生被人安排”，或许是不愿意
活在体制内。受到疫情期间线上教学的触动，觉得
线上教学是未来的一种趋势，加上很多朋友都辞
职了，熊芳芳才不想整天关在校园里，决心走向

“独立教师，文化公司。天南海北，走着活”的下一
站。

从职场人角度看，31年如一日地做同一件事，很
枯燥很乏味。可在熟悉的环境里做熟悉的事，几乎不
要再付出太多，就能依靠“老本”，胸有成竹地上好每
一节课，且不用低三下四就能获得别人的尊重与羡
慕，单位或社会非常认可和需要，关键是有不菲的收
入……这不正是期待在职场上打拼一番的青年人所
追逐的吗？时移事未易，怎么改变初衷呢？

对线上教育的感悟，点燃了熊芳芳的心底欲
望，也合情合理。心已飞走，谁也无须挽留。但线上
教育也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许多教师都可以做
的事，熊芳芳辞职去做，期待她一切如愿。

可以向往，无须模仿。熊芳芳有可能成为许多
职场人的偶像，却不是每个人可以复制的形象。在
这个多元的社会里，每个人的选择都应当被尊重。
只是，当选择面临挑战，就需要三思而行，当用眼
睛看“不愿一生被人安排”，不妨用心考虑自己所
处的环境。

我们都活在现实中，但不必活在别人的世界
里，别让个别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左右自己的言
行。每一分每一秒乃至每一天每一年，做好自己的
事，让个人价值和贡献与单位、社会、时代紧密联
系在一起，让理想走远一些，在平凡中发出更伟大
的光和热。 卞广春

论熊孩子的把戏，可以说是三天三夜
都讲不完，近日江苏宿迁一名熊孩子把乐
趣瞄向了家里的墨水，一挥一洒，将整栋楼
都染了个遍，但是事发后孩子父母的反应
却让全网点赞！

（5月25日 澎湃新闻）

熊孩子闯祸，家长当然头大。但是，部
分家长在孩子闯祸后，为规避损失，选择
了“隐身”，很多时候，是警方介入或目击
者指证了方才露面，善后态度非常消极。
然而，这里，熊孩子固然是熊，但家长事后
的反应却堪称教科书式补救：挨家挨户道
歉，找保洁，脏了的衣服全部拿到自家去
洗，洗不干净的购买新衣服赔偿，并清理
楼外墙……同时，家长让孩子站在大太阳
下，看着墙一点点擦干净。

烈日暴晒下的煎熬，还有那一堆堆带
着墨迹的衣服，那一声声“对不起”，都是
给予孩子的“惩罚”及教训。相信这一切都
会让熊孩子的内心产生极大震撼，让他体

会到自己随手一泼，给公共环境、给父母带
来多大的损失与伤害！有了这样的“前车之
鉴”，想必他会铭记于心，从此控制好自己
的脾气，管住自己的手，不犯类似错误。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许多时
候，家长怎样，孩子就怎样。若熊孩子闯祸
后家长当起“缩头乌龟”，孩子也会学着退
缩、学会逃避，更严重的是若一次逃避“成
功”，就可能滋生侥幸心理，觉得犯错了也
不怕，反正父母会帮着“掩护”，那样，后续
就可能有更多次的闯祸！但许多事情，靠
躲是不行的，事情闹大了，家长再怎么

“藏”起来，最终也会被“揪”出来，该怎么
赔偿还得怎么赔偿。而且，还可能“毁”了
自家孩子，让“熊孩子”一路熊下去。

高空泼墨当然不对，需要家长作进一
步教育，也需要家长加强看管。但是，该起
案例中，家长身体力行，积极担当，这是对
孩子最好的教育，也值得所有家长品味，
学习！

冯海燕（诸暨市东和中心幼儿园）

熊孩子高空泼墨
积极担当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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