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报道称，上海开
放大学正在申办开设家政本
科专业，这将成为上海首个本
科层次家政服务类专业。消息
一出，“阿姨也能上大学？”话
题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这
是家政行业越来越专业的表
现，也有人对于是否有必要开
设本科专业表示质疑。（8月4
日半月谈）

提及“阿姨”，提及“家
政”，很多人对这一行缺乏了
解与认知，觉得只需要带好
孩子做好饭就可以了。源于
此，每每听说有高学历人才
从事家政行业，总会引发社
会热议，乃至来自社会各界
的批评与质疑。如今，上海
开放大学正在申办开设家
政本科专业，又是舆论哗然
的局面。

这种世俗的偏见，早就
应该摒弃了。为何呢？随着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人民生活
水平稳步提升，家政行业的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家政行

业也在发生从“量”到“质”的
转变。一方面，从待遇上来
说，“阿姨”“月嫂”“保姆”月
入过万的新闻屡见不鲜，这
样的收入水平，已经高于不
少“白领”行业，在经济收入
的拉动下，不少高学历人才
也进入到家政行业。另一方
面，随着不少高学历、高素质
人才进入家政行业，管家式
保姆、全能型“阿姨”等早已
成为社会的新追求与新风
尚，家政行业本身也逐步向

“高精尖”方向转型升级。
行业没有高低、职业没

有贵贱。包括家政行业在内
的每一个正当职业，都是依
靠自己的双手致富，都在为
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都应
该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就
此而言，对“家政专业入本
科”一事，我们应该少些世俗
的偏见，以平常心看待，唯有
如此，家政行业才能向着更
加专业、更加完善、更加健康
的方向迈进，也才是社会的
福音。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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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学霸 691 分考
入 清 华 后 去 工 地 搬 砖 的 消
息，引发了舆论热议。

来自黑龙江穆棱的赵桂
宁，获得清华大学高校专项
计划招生再加 40 分政策，被
清华大学录取。即将开启一
段不一样的人生，然而他自
己却先开启了一段“不一样
的暑假”：家在农村，父母岁
数也大了，为了不给父母添
负担，赵桂宁利用暑假勤工
俭学，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
工地负责人得知赵桂宁的情
况后，每天给他多加 50 元工
钱当作鼓励。

“未来可期，同学加油”
“孩子懂事，工地老板也满满
的正能量”“能吃苦又优秀的
孩子是所有少年的榜样”……

“不给父母添负担”的赵桂
宁，令网友们深受触动。

学霸到建筑工地勤工俭
学 的 事 情 并 不 是 第 一 次 发
生。赵桂宁之所以引发公众
强烈关注，除了寒门学子的
身份之外，更在于他们身上
所蕴含的自强不息精神感动
了众多网友。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
香自苦寒来。然而，生活在物
质条件相对优渥的当下，不
少 孩 子 因 为 缺 乏 应 有 的 磨
砺，吃苦耐劳精神严重不足，
进而滋生种种问题。对于这
些孩子，父母和老师苦口婆
心的教育往往难有成效。养
尊处优，怎知生活之不易？

事实上，对于一些无心学
习，听不进劝告的孩子，利用
假期去“体验”一下生活，很

可能就会收获“奇效”。在笔
者从教经历中，一位坚信“不
读书也可以赚钱养活自己”
的孩子的“浪子回头”经历，
或许就很有借鉴意义。他在
建筑工地干了几天搬砖拌沙
的粗活，手上磨出了血，身上
被晒得蜕了皮，之后毅然发
誓一定要好好读书。

从这个意义上讲，赵桂宁
诠释了何谓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给其他孩子上了一堂生
动的自强不息示范课，值得
所有人学习借鉴。

首先，自强者方能获得机
会的垂青。一个人只有自己
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外界
方能给予助力。类似阿斗一
般彻底躺倒的人物，再怎样
搀扶辅助也无济于事。

其次，自强者方能用好机
会。赵桂宁之所以能考入名
校，除了心怀梦想，奋斗不息
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窍
门。尤其对于借助各种帮扶
政策得以顺利进入重点大学
的寒门学子而言，圆梦并非
故事的结束，更意味着站在新
起点上继续奋发的开端。迈入
重点大学的门槛固然重要，但
能否充分利用优质资源跟上
乃至赶超更属至关重要，而自
强不息的精神当是寒门学子
弥补先天不足进而开创一番
新天地的关键所系。

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
自强不息并不是要求所有人
都去工地搬砖，只要秉承奋
发向上、永不松懈的斗志，初
心不变、永不屈服，自然“百
事可做”。 胡欣红

近日，记者从华中科技
大学获悉，该校今年计算机
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张霁和
姚 婷 ，入 选 华 为“ 天 才 少
年”，其中张霁拿到了最高
一档年薪201万。华为“天才
少年”项目，是任正非发起
的用顶级挑战和顶级薪酬
去吸引顶尖人才的项目。（8
月 4 日《长江日报》）

出身名校、具有高学历
的博士标签、拿着许多同龄
人难以企及的高薪，在一个
财富时代里，“天才少年”迎
合了公众关于“知识精英”
的所有想象。在高等教育从
精英化阶段向大众化、普及
化阶段过渡的当下，“读书
改变命运”的显示度下降、
周期性延长、不确定因素和
风险增多，许多大学毕业生
哪怕是博士也难以立竿见
影改善生存生态；“天才少
年”却可以迅速地完成财富
积累和实现向上的社会流
动，难免会成为不少人嫉妒
羡慕恨的对象。

在理性选择深入人心的
现代社会，企业会考虑用人
成本和收益，求职者也会考
虑薪酬待遇、发展空间和企
业文化。作为国际知名企业，
华为愿意在“天才少年”上不
吝投入，显然是因为他们深
深地懂得“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宁可拿华为 201 万年薪，
拒绝了别的企业年薪高达
360 万元的工作机会，张霁

“希望在华为最艰难的时候
为其作出一点贡献，能够和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有意义
的事”。在这位“天才少年”眼
中，价值实现不仅体现在高
薪上，更要体现在为“中华可
为”奋进、用科技报国强国，
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

在 屏 幕 前 风 光 无 限 的
“天才少年”，他们在背后的
努力、付出和牺牲却很少为
外人知道。本科就读于武昌
理工学院的张霁，一步一步
朝着自己的梦想奋进；姚婷
打破了“女生不适合读工科”
的傲慢与偏见，也打破了公
众对“女博士”诸多刻板印象
……每个“天才少年”的成长
故事，都是一个励志样本。

为了取得出色的科研成
果，他们在实验室里夜以继
日；为了开拓国际化视野，他
们努力争取到世界知名大学
和科研机构学习交流的机
会；当许多年轻人喜欢热闹
和娱乐的时候，他们甘坐冷
板凳。“天才少年”并不是说
天赋异禀，而是他们经过痛
苦的破茧成蝶，成为名副其
实的创新型人才。与数以百
万计的高薪相比，他们身上
所拥有的宝贵品质，更值得
珍视，更值得年轻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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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家政专业入本科”
少些世俗偏见

“天才少年年薪201万”
宝贵品质比高薪更值得珍视

考入清华后去工地搬砖

自强不息是人生
最宝贵的财富

今日金评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