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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已于昨日结束，全国报考人
数为 457 万，比上年增加约 80
万。硕士研究生考试关系国家高
层次人才选拔、关系每个考生的
切身利益，在当前疫情复杂严峻
的形势下，浙江落实国家“应考
尽考”的要求，成了公众高度关
注的话题。

（本报今日A05版）

一句“应考尽考”，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殊为不易。

硕士研究生考试虽然规模远
不如高考，但组考工作却比高考复
杂多了。仅以浙江为例，15.8 万名
考生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人数不
及高考考生的一半，但却有一万两
千多种考卷。因疫情隔离，需在浙
江借考的外省滞留考生有 184 人，
浙江省内滞留考生需省内就地借

考的有 213 人，浙江省考生被外省
隔离需就地借考的有 2 人。尽管合
计起来只有 400 人左右，但涉及的
考卷种类不一，临时从外省和浙江
省内调卷，如何确保做卷准确、试
卷安全、考试公平，其难度可想而
知。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不集
聚、少流动是一项基本要求。大规
模的研究生考试，不可避免地会涉
及人员的集聚流动，如何同时把

“考试”与“疫情”两件事情都做好，
防止疫情由此蔓延扩散，更是摆在
组织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面临这样的双重挑战，一方面
要精准摸排每一位考生的情况，并
做好针对性的应急预案。疫情发
生以后，浙江省有关部门及时完
善预案，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
和工作专班，每日一研判，实行分
类分地施策，做到“一地一方案”，

特殊考生“一类一方案”，及时分
类防范，确保包括上虞在内的所
有考生应考尽考。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还先后开通 16 席咨询电话，
共接听电话 6000 多个，努力了解
考生诉求，缓解考生焦虑，疏导考
生情绪。方案越多越细，实施起来
难度也越大，能否做到精准施策，
无疑是对地方治理水平和智慧的
莫大考验。

另一方面，面对可能遭遇的
“麻烦”，考生也给予充分理解，少
一点抱怨，多一点配合，大家齐心
协力将事情做好。

应考尽考呵护每一位学子的
考研梦，对考生的人性化关怀彰显
了战疫温度，这种急考生之所急为
考研保驾护航的精神，理应赢得赞
扬。疫情无情人有情，愿在浙借考
的考生们一战成硕，金榜题名。

胡欣红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商店买
铅笔，商店老板拿出一支瑕疵品。
妈妈要求调换，老板说：给你一支
金笔也无用。那时我很小，不理解
此 话 何 意 ，只 看 到 妈 妈 低 头 不
语。”赵序茅开篇就这样回顾自己
的求学之路：“大学考研惨遭调
剂，硕士考博士再次惨遭调剂！到
了博士，我和导师不和退学了！我
从来不曾优秀过！”在文章中，赵
序茅还回忆了自己一篇论文多次
投稿，多次修改，“前后 10 余个审
稿人，历时一年，就这样被拒绝
了”的往事。

赵序茅的文章，不是只有残
渣的心灵鸡汤，他的经历，是许多
普通人求学、奋斗的真实写照。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甚至遭遇了
比普通人更多的挫折。从小学时
活在“别人家孩子”支配的恐惧
里，到高考失利、考研惨遭调剂、
考博再次惨遭调剂、博士退学再
考博、论文发表曲折艰难，许多普
通学子的求学经历，他几乎是一
项不拉地都···遇到了。

在他身上，每个普通人都可以
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的科
研精神和求学之路，对于更多普通
人也就有了镜鉴的价值和意义。人
人都羡慕一帆风顺的人生成功之
路，但这样的成功往往很难成为常
态；人们也羡慕天才的光辉经历，

但那样的经历往往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赵
序茅的成功之路更能让我们看到
信心、光明和希望。

赵序茅现在入职兰州
大学，是生态学创新研究院
的一名青年研究员，正式成
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他
还是国际灵长类协会会
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等。
虽然如此，客观地说，知
道他的人并不多。这仍
是许多普通人面临的真
实发展状况，仍需要在
平凡中做出更多努力，
才能取得一些成就。

在文章的最后，赵
序茅写道：“许多人只知
道我能写，或者说我写
作欲望强。他们不知道
我的辛苦付出，别人逛
街我在写，别人喝咖啡，
我在写，别人风花雪月，
我 也 在 写 。”有
这样的坚持，更
多 人 也 会 做 出
一些成就，即便
不能万众瞩目，
但 也 不 会 辜 负
自己的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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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年博士的求学路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奋斗

就在考研这两天，著名青年科普作家赵序茅刊登在
《国科大》2019年第3期的一篇文章《毕业致谢：我从来不
曾优秀过》引起学界关注、转发，作者屡经挫折却永不放弃
的科研精神和求学之路，这两天也感动了不少仍奋斗在路
上的网友、学子。 （12月25日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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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宣传
关心关爱教师的
先进经验

“双减”后，教师的工作时间延
长，工作压力增大，如何加强对教
师的关心关爱？宁波市教育局日前
出台的《关于深化“双减”工作 加
强教师关心关爱的指导意见》，就
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度、合理均衡配
置师资、保障教师身心健康等九大
方面提出具体意见。

（12月24日《现代金报》）

这是一份有温度的文件，体现
了教育行政部门关心关爱教师的
拳拳之心，令人感动。真是无微不
至，凡是需要关心关爱到的方方面
面，如实行弹性上下班、加强后勤
保障、关注身心健康等，都提出了
指导意见，具体明确，指向性和操
作性都很强很大。

此前，笔者对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出台的政令、文件能否得到不折
不扣贯彻实施，一直心存疑虑，唯独
对上述指导意见的落实问题丝毫不
担心。因为它满足了教师的愿望，呼
应了教师的心声，文件精神深得人
心。除此之外，它不是闭门造车的产
物，而是总结了辖区内一些学校先
行先试的典型经验后汇总而成，本
身就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如实行弹性上下班的指导意
见，就是根据镇海区骆驼实验学校
正在试行的“无理由休息券”，鄞州
区塘溪中学正在探索的教师“无理
由调休”制度制定的；再如加强后
勤服务保障的指导意见，就是根据
鄞州区德培小学、镇海区骆驼中
学、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等正在试
行的“家庭晚餐”做法（晚餐允许外
带或家属进校用餐，旨在解决老师
们没有时间买菜、烧饭、和家人一
起就餐的问题）制定的，也即是说，
在“双减”这一特殊背景下，基层学
校鉴于校园生态的改变调整，迅速
作出反应，创新管理思维，大胆探
索，等不及行政指令，就开始先行
先试，对此，应予肯定。

更应肯定的是，教育行政部门
非但没有叫停基层学校的探索，而
是鼓励支持这类探索，在综合考
察、虚心总结的基础上，将试点经
验提炼上升为局指导意见，下发给
全市中小学校。

所以说，笔者对这样一份深得
民心、充满人文情怀的指导意见能
否落实不表示担心，只想表达一个
愿望，即借助各种媒体大力宣传试
点学校经验，把每所基层学校的探
索经验与九条意见逐条挂钩，一对
一地、有针对性地予以推广介绍，
让文件精神与实践经验融为一体，
形成良性互动，让全市中小学教师
都得到关心关爱。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