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毛钱能买到什么？近日，在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食堂，学生可以花一毛钱购买一碟50克
的米饭。在四食堂收盘处，就摆放着“光盘有奖
励”的宣传牌和一辆琳琅满目的手推车。酸奶、
冰红茶、水果、食堂代金券……这些都是送给

“光盘侠”们的奖品。
（8月29日《扬子晚报》）

笔者在高校工作，经常在食堂就餐，曾经留
心观察过食物浪费现象。在过去，真正能够“光
盘”的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会有剩饭剩菜；有的女
生饭菜几乎没有动两口，就送到餐盘回收处去
了。剩饭剩菜既有“吃不了那么多”的因素，也有

“不合口味，不想吃了”的因素；在物质生活渐次
丰盈的当下，有一些师生对食物浪费不以为意。

食堂师傅在打饭时，通常只简单区分性
别，男的多打一点，多收一点钱；女的少打一
点，少收一点钱。将男性、女性看成一个同质性
的整体，忽略和漠视了个体对米饭分量的个性
化、差异化需求，不可避免会导致食物浪费的
上演。“一毛钱米饭”的新鲜出炉，不仅让学生
们可以节约费用，也有助于减少食物浪费。

融入“异质思维”的“一毛钱米饭”，切实
做到了精细化，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大学生
们的需求，也能够让粮食“物尽其用”。

从田间地头到进入高校食堂的餐桌，“粒粒
皆辛苦”的粮食，需要我们对它多一些敬畏和感
情。那些有着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老农民”，往
往对土地和粮食有着很深的眷恋，不会浪费食
物；而对于“95后”乃至“00后”大学生而言，他们
从小生活在消费社会，对“节约粮食，减少浪费”
缺乏笃定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需要通过教育
和引导来帮助他们塑造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只有纠偏那种“浪费没什么大不了”的错
误认知，在失范行为与非失范行为之间树立清
晰的界限，将不浪费食物塑造为一种底线和禁
忌，对浪费食物保持应有的痛感与耻感，通过
精细化操作来提升教养和社会文明，“光盘”才
会蔚然成风。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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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200多位中考生的选择
为职教正名

在2020年宁海县中等职业学校（技工
院校）招生工作中，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
幕：200多位中考成绩上了普高线的孩子，
最终放弃普高，选择当地四所职校，这在
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8月28日《现代金报》）

普高不读选职高，是不是有点违和？此
事搁在哪里，都有点不可思议，但真实地
在宁海发生了。这中间有很多个为什么，
举其荦荦大端，有这几个因素：

一是自从推行后备军校管理、心理健
康教育、多元文化熏陶的“三元整合”德育
模式以来，宁海县职教中心等四所职校的
校风有了根本好转；二是加强校企合作，
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为助推产业发展培
育了一大批本土人才；三是“双联”并行
（即组建职业教育联盟和联合学院），实现
资源共享，以强带弱，共同发展，走出了一
条联盟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之路。得益
于此，从就业创业到助推产业提升再到升
学深造等，宁海职教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
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报道列举了诸多毕业于宁海职校学生

走上社会后成为各行各业精英的个案，用
看得见的事实为职业教育正名，因而赢得
了社会认可。在这一背景下，就不难理解
200多位中考生的选择。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
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措施，职业教育从未
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重视，其地位已经
与普通教育相差无几，职业教育不受人待
见，职高生受歧视的历史翻篇了。

宁波是传统制造业大市，对能工巧匠
的需求一直非常强烈。而职校，是培养大
国工匠的场所，随着近年来校企合作日益
加深，职校服务于地方经济的教育课程日
趋完善和提高，培养出来的职校生越来越
好用，企业当然愿意用高薪来招聘职校
生，提高生产效益，职校生也乐意用所学
的一技之长服务企业，实现自身价值，由
此实现企业发展和人尽其才的双赢。

这 200 多位中考生的选择具有风向标
作用，既为职业教育正了名，也为其他地
区中考生标示了升学成才的另一条康庄
大道。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从这 200 多位
中考生的选择中得到启发，创新生涯规
划，锚定人生方向，坚定信念，走好自己的
人生之路。 王学进

近日，齐齐哈尔大学发布通知称，将洗
浴实行预约、限流管理，待新生报到后，每
人每月可预约3次。前述通知一经发布，引
发学生吐槽，“天气还不算太冷，十天洗一
次澡，完全不合理”。28日下午，齐齐哈尔
大学后勤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
撤下通知，有不合理的地方还在调整，领
导还在商量，以后续的通知为准。

（8月28日 澎湃新闻）

在疫情尚未完全平息的情形下，境外
病例输入风险不断加大、国内疫情发生的
时间与地点不确定、秋冬季节呼吸道传染
病高发，校园防疫确实不能有任何松懈心
理。但是，每月只能洗 3 次澡，明显有点剑
走偏锋了。通知虽然已经撤下，依然值得
引发深思。

首先，减少人员聚集的原则虽然没错，
但澡堂并不是主要防范场所。相比之下，
学生在上课、就餐和集会时，才是最需要
防范的地方。更何况，学生们应是经过层
层把关确保健康才能到校的，既然如此，
如何防范校外输入才是重点，没必要在洗
澡问题上大做文章。

其次，每月只能洗3次澡的规定，缺乏
人性化考量。地处东北，齐齐哈尔的天气
当然不像南方一样燥热难耐，但即便是冬
天，依然不乏有人坚持一天洗一次澡的。
更何况，很多喜欢运动的学生每天都要打
球跑步等，一身汗之后怎能忍得住不洗

澡？在出台限制洗澡次数的规定之前，可
曾充分考虑过学生们的这些“刚需”？如果
连这个都没有想到，是不是一种官僚主义
作风？防范新冠病毒，个人卫生至关重要，
怎能想出限制洗澡次数的馊主意？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疫情风险
还未完全解除的情形下，学校不敢冒险的
心理可以理解，校园防控工作当然要做细
做实，不能有任何疏漏。但是，周密部署不
能以牺牲学生的基本生活需求为代价。战
疫所面对的不仅是狡猾的病毒，还必须顾
及学生的精神和心理需求。罔顾实际的机
械僵化做法，看起来是“武装到牙齿”，实
则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形式主义做法。

教育部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王登峰表示，校园防疫在防懈怠
的同时也要防止过度。齐齐哈尔大学每月
只能洗 3 次澡的规定，就是防止过度的典
型体现，值得其他学校引以为鉴。

校园防控要有力度，但更要有温度。温
度不仅不会软化防控力度，反而会让人心
情舒畅地配合战疫需要，从而让防控力度
实现升级强化。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
这是学校的办学宗旨。非常时期，学校确
实面临诸多困难，但这并不能成为推卸责
任甚至走极端的理由。在常态化防控情形
下，惟有真正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才能
充分形成合力，行稳致远，不能让形式主
义给校园防疫添乱。 胡欣红

每月只能洗3次澡？
过度防疫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竟有此事

“一毛钱米饭”
这样的精细化操作
不妨再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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