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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今日金评

村书记上高校讲台
一场美好的双向奔赴

不吐不快

从高校毕业典礼中
汲取文化馈赠
与精神滋养

又是一年毕业季，高校毕业典
礼上的校长致辞，被视为“大学最
后一课”。毕业生们不仅能从这堂
课中感受到母校的祝福和期许，还
从“金句”频出的致辞中收获几个
人生“锦囊”。

（7月4日《重庆晚报》）

在流量时代，高校校长尤其是
名校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通过
互联网得到广泛传播。

当今世界正经历深刻变革，未
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重庆大
学校长“始终保持希望”的深切嘱
托，成为毕业生人生道路上拥抱不
确定性和未知性的有力武器。

在西安交大的毕业典礼上，出
现了一段“校长讲话，书记撑伞”的
佳话。“栉风沐雨，勇立潮头”，如果
说校长演讲是教毕业生做事的话，
书记撑伞就是在教毕业生做人。高
校毕业典礼上或许没有知识和技能
的传授，却能够让毕业生得到宝贵
的文化馈赠与精神滋养——雨中给
他人撑伞，无关身份与架子，有的只
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换位思考、将
心比心。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家、社会
和个体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做一
个既心怀家国又对他人葆有善意、
温暖的人，正是这场毕业典礼带来
的思想启迪和精神洗礼。

与普通课堂相比，高校毕业典
礼有更多个性化、差异化的情感表
达。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毕业典礼
上，在讲到不久前去世的微电子所
研究员黄令仪老师时，校长周琪落
泪致辞的情景，让无数网友为之动
容。“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神，
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果。”面
对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
交汇期，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
日益突出，中国人只有自立自强，
才能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
的局面。鼓舞和激励毕业生“想国
家之所想，急国家所急”，努力成为
开辟新领域、新赛道的引领者、建
设者，承载着一所好大学对毕业生
的厚重期待。

汲取精神滋养、增强奋进动力，
教育和引导毕业生在这个社会中找
到合适的位置，找到契合自己也与
时代同频共振与民族复兴同心同德
的价值实现渠道，这才是大学高度
重视毕业典礼的初心，这也是大学
对全社会精神层面的“营养输送”。

大学毕业既是一段生活的结
束，也是另一段新生活的开启。携带
一所大学的文化基因，传承一所大
学的价值信仰和精神追求，或许这
才是高校给予毕业生最珍贵的礼
物。 杨朝清

如今，正值高校招生录取阶段，
最近一些国内知名高校毕业生的留
学率却被某些“自媒体”拿来做文
章。有人还引用不实数据，将高校有
大量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列为“罪
状”之一。为此，“清华大学学生记者
团”引用该校官方发布的毕业生就
业质量报告辟谣：“2018届-2022
届毕业生出国（境）深造人数占毕业
生总人数比例最高也不过16.5%，
而且连年下降，2022年只有7.1%。

（7月5日《中国青年报》）

每到毕业招生季，互联网上总
会传出一些有关各大高校的“花边
新闻”。夸张的标题、片面的解读，赚
足了公众的注意力，却让高校与师
生深受其苦。作为国内顶尖学府之
一的的清华大学自然也不例外。好
在这次清华大学不仅没有屈服于一
些“自媒体”的压力，并且针对“细数
清华大学五宗罪”“清华大学80%的
学生毕业后选择出国”“清华大学是
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带头讨好
西方”等类似网络谣言，用事实进行
了一一驳斥，以正视听。

利用一些知名高校毕业生的
留学率大做文章也好，将高校有
大量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列为

“罪状”之一也罢，明眼人一看便
知，其目的无非是利用民族情绪
炮制争议话题、煽动对立，说穿了
只不过是用留学率量化“爱国”以
博取流量。

如何判断爱国与否，仅凭“是

否出国”“出国后是否回国”的数据
来解读，是否狭隘了一点肤浅了一
点？郭沫若“去国十年余泪血”，他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孙
中山一生大都奔波海外，更是一位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判断一个人爱
国不爱国，决不在于他肯去不肯
去，而要看他为什么去为什么留，
去了干啥留下又干啥。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用留学率量化“爱国”，或
过于简单地褒贬愿去不愿去者的

爱国心，其见地似乎有点狭隘。
总之，正如有论者所曰：爱国应

该是一种情怀、一种胸襟，理性的、
包容的、正义的，而不是一种情绪、
一种偏见，反智的、狭隘的、极端的。
不辨真伪，盲目跟风，随随便便给大
学扣上“讨好西方”的罪名，除了让
成功收割流量的无良自媒体暗暗窃
喜，最终伤害的，还是那些在校园里
兢兢业业、勤勉努力的师生的心。

王志顺

7月5日，舒迎春等5位宁海村
书记走上东华大学讲台，给大学生
们带去极富“泥土气”的生动宣讲。
讲座围绕“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村庄
发生的变化、下一步规划等展开，干
货满满，学生受益匪浅。这是“宁海
村书记全国高校巡回讲演浙江‘千
万工程’经验”的首场。

（7月6日《宁波日报》）

高校思政课怎么上？怎么才能
不流于形式，让大学生有所收益？近
两年来，各地高校推出了一系列创
新举措，如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思
政课堂里曾请来过特种兵战士和学
校宿管阿姨讲课。还有一些高校则
采用“走出去”的办法，带学生走进
车间、田间或者商场，让大学生们实
地感受疫情过后各行各业的恢复和
发展现状，收到了良好效果。

东华大学将宁海5位村书记请
上讲台，并向他们发放聘书，聘请他
们为实践指导教师，显然不是权宜
之计，而是要把“请进来”的思政课

长期开下去，成为一门常设课。这是
个很好的创意，值得提倡。

首先，5 位村书记的宣讲有一
个核心主题，即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分享。近日，中央刚刚印发《关于
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
经验的指导意见》，浙江作为“千万
工程”的发源地和率先实践地，20
年来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实战经
验。将这一实战经验作为向大学生
宣讲的核心主题，适时又应景，就课
程而言，选对了课题。

其次，是选对了老师。像舒迎春
等5位村书记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
村民、现在的村书记，是“千万工程”
的亲历者、实践者，也是受益者。由
这样的村民、村书记当宣讲员，分享
经验，最生动可感，也最有说服力。
听了这么接地气的宣讲，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2020 级学生
张咏翊感叹道：“浙江‘千万工程’经
验既蕴含了生态经济和产业融合发
展理论，又为今后乡村振兴拓展了
发展思路，在实实在在的案例中，更

能看到乡村发展的底层逻辑，也增
强了我想去乡村做设计的信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接
通与高校“人才库”的通道。近几年，
宁海与全国各地的高校试水开展“高
校毕业设计进乡村”活动，让一大批
高校师生变身“乡村设计师”。像葛家
村，曾是个藏在山坳坳的“三无”村，
在“千万工程”指引下，联手中国人民
大学，师生带着村民就地取材“搞艺
术”，小村摇身变成年游客数万人的

“网红村”，该“艺术振兴乡村”模式已
成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十大模式之一。
尝到“甜头”的村书记不会放过走上
大学讲台的良机，他们不失时机地向
大学生们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大学
生去他们村挂职、创业，为进一步推
进“千万工程”，破解“人才关”。

田埂变课堂，村民变老师，既能
推进构建有意蕴、有意境、有意思、
有意义的“四有”思政课，也能让高
校成为乡村振兴人才的“蓄水池”，
彼此成全，赢在双方，很好很好！

王学进

用留学率
量化“爱国”
是一种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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