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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辅警
换一种姿态仰望星空

热点追评

从送伞老师的“低调”
品读到教育之爱

奔跑吧，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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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吧，祖国！
2020年10月1日的阳光越过东方地平线，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

和国又一个生日。
生日快乐！我的祖国！
71年沧海桑田，新中国直面风险，不惧挑战，一路披荆斩棘，一

路凯歌前行。两弹一星研制成功、东风快递使命必达、国产航母巡弋
蓝海、国产大飞机翱翔碧空、北斗导航正式开通……在各种“卡脖子”
中，我们挺直腰杆，凭着哪怕只有算盘珠子也要搞定原子弹的干劲，
闯出一番新天地。

71年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顶着“被开除球籍”压
力，面对“月亮总是西方圆”论调，受着“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围
攻，始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创造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发展
奇迹。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救国到兴国到强国，我们用铁
的事实宣告西方“历史终结论”破产。

船到中流浪更急，行至半山路更陡。此时我们无比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荣光，但同时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深度
衰退、单边主义接连抬头、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等诸多新挑战，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
发展。

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
汇、彼此深刻影响之时，“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战略
定力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准确把握“两个
大局”，才能在纷繁复杂环境中寻良机、育新机、创生机，开辟发展新
天地。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是开
创更美好的未来。从来就没有什么轻而易举，从来就没有什么理所当
然，从来就没有什么相同起跑线，也从来就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中国
人向来无惧艰难险阻，无惧打压恐吓，硬是用热血和理想、信念和拼
搏冲破重重封锁，浇灌出如今中国。有这种精气神，何惧未来之荆棘！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钢筋铁骨，不经历烈焰熊熊何以百炼成钢！中
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无论形势多么复杂，无论
前路多么坎坷，我们奔向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未动摇。艰苦奋斗是我们
的底子，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品格，自强不息是我们的气质。凭此，有何
难关不能攻克！

而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号角就要吹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十四五”规划紧锣密鼓制定，奋进第二个百年目
标新征程即将开启……中国人心目中“国家更强大、国民更幸福”的
美好景象愈发可期。

奔跑吧，祖国！ 新华社发

9月27日早高峰，下雨，虽然绿灯已亮，为了让步履蹒跚的老人
顺利通过斑马线，正经过宁波海曙区通途西路长乐路口的所有车辆
都按下了“暂停键”。老人雨中蹒跚过马路，一位女司机从车上下来，
为老人递上一把雨伞，说不用还了。这位女司机是宁波海曙外国语学
校五江口校区的章超群老师。

（9月29日《现代金报》）

雨中这温情一幕，很快扩散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尤其是章老
师所在学校的学生家长，纷纷在朋友圈中留言，大赞章老师的善举。
但是，面对各方赞扬，章老师十分平静，低调，“其实，我真的觉得没
什么，这真的是应该做的一件事。”还婉拒了记者希望她能提供一
张照片用于报道的请求。她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老人是我
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章老师越是说得稀松平常，我越是能够从中体会到不一样的意
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关爱老人属人之常情，好像不值得大书特
书，但从中我看到了作为一位教师所特有的品质，即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章老师是小学老师，教数学，担任班主任，这一群十来岁的小孩
子，正需要老师的呵护关爱。事实正是这样。据同事反映，章老师是
一个很有爱心、很负责任的班主任，上学期还获评过海曙区优秀班
主任。也就是说，她能冒雨给一位陌生老人送伞，肯定也会为孩子撑
起教育之伞。对于一位班主任而言，诸如此类的爱生之举不胜枚举。
但何曾见有哪位老师将这类爱心之举拿来炫耀的，更不曾见将之当
做邀功请赏的砝码。习惯成自然，他们早已把点点滴滴的爱生之举
视为职责范围内的事，当作日常小事一样在履行着。

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在教师队伍中，像章老师那样行善不
事张扬的教师多了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堪为社会行为规范的代
表，学生成长路上的楷模，为人师表，爱生如己，他们是值得全社会
尊敬的。 王学进

缪元颖，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的一名辅警，他有
一个更响亮的名字——缪博士。缪元颖不仅是毕业于香港大学分
子生物学的博士，还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和省医院联合培养
的博士后 。有网友说“有点浪费人才了”。

（9月29日人民日报新媒体）

该话题之所以引起广泛探讨，主要在于中科院博士后和辅警之
间的巨大“反差”。在人们印象中，辅警属于吃苦受累工资低的“临时
工”，一个堂堂博士实在与其不搭。这其实存在巨大的误解。

首先，“博士辅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辅警，而是作为专家型人
才引进警队，从事法医物证检验工作。其次，缪元颖透露自己爱好这
份工作，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无疑是一种幸福。其三，缪元颖凭借其
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检案经验、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和高
度的责任感，在业界逐渐赢得口碑，专业对口，成绩斐然，还有什么
比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也实现社会价值更有意义呢？

一直以来，以金钱论英雄、以地位论价值主宰了我们的惯有思
维模式，“花了这么多社会资源培养出来的人，去干辅警，岂非大材
小用。”一些网友的激愤之语颇具代表性。殊不知，任何一项工作，都
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工作收入与精神愉悦的过程，都是个体的自
主选择，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角色定位体现，对此发出“大材小
用，太亏”的叹息其实是一种偏执或僵化的看法。

中科院博士后当上辅警，是社会发展大环境与创新创业新业态
综合博弈的结果：缪元颖的“战场”在实验室，一切犯罪记录都躲在
肉眼看不见的DNA背后。法医物证检验，是对刑事案件的侦破起支
撑作用的刑事技术工作，当下刑侦技术越来越复杂高级，也就越需
要缪元颖这样的专业技术性人才充实进公安队伍，提升检验能力。
只有“博士辅警”“法医秦明”越多，我们才能更精准地抓住凶手，维
护社会安宁。

我们很乐于见到“博士辅警”，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无论对于人才
本身还是整个社会来说大有裨益。而在丰厚薪金和“坚持专业理想”
之间，在张扬个性和社会共性共存之际，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已然
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健康发展的社会需要这种互补。“博士辅警”之
所以受到很多人的热议，说明梦想和现实之间其实还有别样的契合
点，有时候不过是需要我们转过身来，换一种姿态，仰望星空，便会
发现，不一样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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