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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吴玉涵 绘

前不久，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
三学生高盼参加了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湖
北省举行的选拔赛。她说，木艺是自己的爱好
跟兴趣，木工现在更多的可以说是她的一个
职业了。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祝福“木匠女
孩”高盼：遵从爱好，未来可期！

（8月16日央视网）

伴随着社会变迁，一些职业的性别壁垒
逐渐被打破。不论是男护士，还是男幼师，抑
或女木匠，新鲜血液的注入，给不少行业带来
了新变化。木匠应该只有好木匠和不好的木
匠之分，不必分成“女木匠”或者“男木匠”。

纵观社会，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注定要
被多维度评价。所以，有的父母宁可子女将来
找一个看上去体面、光鲜，实际上既没有“钱
途”也没有“前途”的工作，也不愿意子女找一
个看上去不够“高大上”实际上却“未来可期”
的工作。不盲从世俗观念，听从自己内心声
音，面对批评质疑能够笃定前行，在浮躁喧嚣
的时代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沉稳，努力将
木工活做到最好、追求极致与卓越，高盼的身
上，有成为“大国工匠”的文化基因。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学习木工技艺采
取传统师徒制跟着师傅学就可以了，何必上
大学？与一般木匠相比，在高职院校学习室内
设计专业的高盼，或许会有更出众的生活品
位、文化格调和审美情趣，能够让自己制作的
作品别具一格，更加契合消费者个性化、差异
化的需求。

我国高等教育即将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
及化阶段，高职院校也要找准自己的办学定
位，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更多技能型和创新型劳
动者。公众也应该重塑与更新观念——职业

技术教育同样可以“人生出彩”，高职毕业
生同样可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热爱

木工制作的高盼也好，在家里做高铁
隧道模型的张亚东也罢，年轻人静

下心来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做
一件事情，有匠心和工匠精

神，不论做什么，都有机会
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

刻。 杨朝清

最近这段时间，“舌尖上的浪费”成为火热
话题，校园里也不例外。“粒粒皆辛苦”的诗歌，
只是青少年嘴里滚瓜烂熟的一首诗，而“汗滴
禾下土”的辛苦，青少年似乎已经很难读懂其
中的真谛。对于校园“舌尖上的浪费”，不少地
方也出台了相应管理措施。然而，基本上都是
处于“引导约束”的界面上。

要想管住“学生的嘴”，最需要做的就是关
注“学生的心”。只有让同学们真正认知到了何
为“粒粒皆辛苦”，只有见识到了何为“汗滴禾
下土”，才能因为感同身受的强力记忆，而理解

“皆辛苦”的“真辛苦”。当眼下的孩子连“麦苗”
和“韭菜”都分不清的时候，连“小麦”和“水稻”
都搞不明白的时候，他们能珍惜食物吗？因此，
笔者以为，应该从在青少年心里播种“粒粒皆
辛苦”的种子上做些事情。

其一，打造校园“开心农场”。宁波市一家
学校在校园开展了认知农事活动，建设了“一
分农田”“一舍鸡鸭”场地，让孩子课余时间帮
助管理，既感受了劳动的不易，又品尝了劳动
的快乐，还能分享劳动的成果，如此一来“粒粒
皆辛苦”的感受也就增强了。

其二，打造老家“农事之旅”。许多城市家
庭其实都来源于农村，老家就在农村，亲戚就

是农民。我们应该创造更多时间，让父母带着
孩子陪着老家的爷爷奶奶到田地里去看看，去
简单劳动，就能感知“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就
能知道一粒一米的来之不易。

其三，打造城乡“联谊之旅”。对于没有农
村亲戚的“城市孩子”，需要引导他们与“农村
孩子”联谊。利用寒暑假时间，到农村干些农
活，收一天小麦，掰一天玉米，养一天鸡鸭，最
起码不能再让孩子“五谷不分”了。

其四，打造感受“艰辛之旅”。寒暑假时候，
可以开展“感受父母工作”等类似活动，组织孩
子感受“建筑工地上的父母”“农贸市场里的父
母”“夜市经济里的父母”，让孩子认知到生活
背后的不易，用“皆辛苦”的画面换来孩子的切
身体会。

青少年的“舌尖上的浪费”，本质上来说，
其实就是他们只是停留在了诗歌里的“粒粒皆
辛苦”上，而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汗滴禾下
土”的艰辛。因此，我们必须在青少年的心灵深
处播下“粒粒皆辛苦”的种子，才能长出“汗滴
禾下土”的繁茂。

管住“学生的嘴”先要关注“学生的心”。最
好的约束不是“剩饭罚款”，苦口婆心劝说，不
如感同身受认知。 郭元鹏

让青少年知道“粒粒皆辛苦”
到底“能有多辛苦”？

不吐不快

加大教育投入
“普及”比“豪华”
更重要

4层喷泉的“鲤鱼跳龙门”水景，削掉真山建
的假山瀑布群……这不是大都市的星级酒店，而
是陕西摘帽不久的深度贫困县商洛市镇安县的
一所新建中学。而这所“豪华中学”背后更有令人
质疑之处。镇安县2019年地方财政收入不足2亿
元，而这所中学总投资高达7.1亿元并由此导致
债台高筑，让人不禁对其“豪华”外表下是否是

“形象工程”变种存有困惑。
（8月14日澎湃新闻）

斥资 7.1 亿元，建一座超级豪华中学，陕西镇
安简直太有“财”了。这样一座花园式的教育设
施，鹤立鸡群地伫立于城区，看上去很美。然而，
这种奢华之美，与周围的环境太不和谐了。本来，
作为刚摘帽的深度贫困县，对义务教育舍得投
入，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

再者说，建超级豪华中学，也造成了教育不

公。对于陕西镇安来说，只有部分中学生能够享
受如此豪华的优质教育资源，这对当地其他中学
生来说，明显存在不公。

一个地方在摘掉贫困帽子之后，任何一项大
的资金投入，首先一定要考量一下城乡生活中的
迷茫与错位，一定要先纾解一下群众头顶的压力
与烦恼。千万别随着当地政府领导心血来潮就当
空起舞，而应该多问问群众，看他们现在的文明
素质和幸福指数，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建超级豪
华中学的高度。否则，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教育
部门，都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就恣意拿纳
税人的钱瞎折腾。特别是，加大教育投入，应注重
均衡发展，不刻意打造“最好”，而应该追求“都
好”，“普及”比“豪华”更重要。与其建一所奢华中
学，让少数孩子享用最好的教育资源，不如多建
几所普通实用的学校，让更多的孩子得到最需要
的教育资源，共享义务教育成果。 汪昌莲

百姓话语

“木匠女孩”
静心专注坚持
早晚会迎来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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