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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建国

高学历不等于好工作
■金粟

为接地气的
“防性侵”校规点个赞

■剑胆

近日，四川泸州教育部门

出台了《泸州市中小学安全行

为“十不准”》，其中一条“不准

别人触摸自己的私密部位”的

规定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有网

友吐槽新规内容“雷人”、“节操

掉了一地”；也有人认为将“防

性侵”纳入新“十不准”，是教育

的进步。

众所周知，由于受中国传

统思想的影响，性教育在我国

一直属于比较敏感的话题，从

学校到家庭，现今的性教育还

是一种自发、地下的状态。在

很多人的脑子里，在公开场合

说性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甚

至是很不光彩的事。每当孩子

问起关于性的问题，大人们也

总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他

们自以为用一种绝口不谈的秘

密手段，便可使孩子处于洁净

的环境里，不致受外边龌龊的

情形所伤害。殊不知，这种虚

言搪塞或秘而不宣的行为潜藏

着巨大的危机。

大家一定还记得海南万宁

校长开房案、四川德阳猥亵儿童

案、河南南阳校园性侵门等让人

触目惊心的犯罪事件。究其原

因，近年来全国儿童性侵案件之

所以频频发生，其实与孩子性教

育的缺失、性知识的匮乏不无关

系。因为平时从来没有人给予

他们这方面的教育，没有传授他

们安全防范的技能。假如他们

掌握了足够的性知识，懂得了如

何保护自己，或许悲剧就会少些

发生。因此，加强防性侵教育，

保护孩子的身心安全也就成为

迫在眉睫的问题。

有关专家指出，学校是最

理想的性教育阵地，也是性心

理和性角色的培养场所。在国

外，趣味性教育从幼儿园就开

始了，类似于“不准别人触摸自

己的私密部位”的规定也早已

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比如英国

在“儿童十大宣言”里提出“背

心和裤衩包裹的部分不能让别

人抚摸”，美国幼儿园的第一节

课是分辨男女厕所，新加坡幼

儿园的性别教育从内衣分男女

开始⋯⋯而在我们国内，像泸

州教育部门这样注重人性化管

理，适时出台“防性侵”校规，这

无疑是教育的进步，也是性教

育的大胆突破。面对如此接地

气的举措，人们没有理由批评

与指责，而应当给予点赞与支

持。试想，如果人们连“私密部

位”这个词都接受不了，又如何

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

笔者倒是觉得，提高青少

年的性防范意识，光有“防性

侵”的校规还远远不够，学校还

必须让相关的内容走进课堂，

真正把性教育落到实处，比如

性教育课程的开发与设置，师

资的培养与配备，学生具体性

问题的处理等。同时，社会和

家庭要营造良好的氛围，建立

正确的性观念，对孩子进行适

度必要的引导。否则，后续工

作跟不上，“防性侵”仍只是纸

上谈兵。

总而言之，性教育是青少年

人生道路上的一门必修课，只有

学校不再讳莫如深，家长不再谈

性色变，共同为孩子筑起一道坚

固的防护墙，才能增强其对性犯

罪的“免疫力”，才能使他们的身

心实现最佳发展。

读过《阿 Q 正传》的人

大抵都记得主人公所说的

一句话：“我们先前——比

你阔的多啦！”阿 Q 或他的

祖上果真很“阔”吗？鲁迅

先生没有明言，甚至也没有

暗示，这个问题自然是不可

考证的。即便真的“阔”过，

又能怎么样呢？故事情节

真真切切地显示：此公一贫

如 洗 。 贫 者 摆 阔 ，滑 稽 如

斯，不免叫人带泪微笑。

小说家之言固然“不可

考证”，但在现实社会中，可

资类比的事情总是一再发

生，反复证明了故事的真实

性和永恒性。眼下就有一

批眼高手低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大学，

总觉得只有公务员之类的

好工作才能对得起自己的

高学历，结果却在考试中名

落孙山，成了“家里蹲”“屋

里嬉”（详见本报 3 月 3 日第

9 版）。 从 本 质 上 讲 ，这 些

“新待业青年”的心理跟阿

Q 公如出一辙，二者都沉醉

在“先前比你阔”的荣光里

不能自拔。

学 历 能 说 明 什 么 呢 ？

90 分拿到的是文凭，60 分拿

到的也是文凭；应试取巧可

以 毕 业 ，醉 心 学 业 也 是 毕

业。很多时候，毕业文凭只

能表示学习的一个阶段性

小结，而不是终极性成果，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倘

若不思进取，恐怕连“高考

状元”都有可能流浪街头，

不是吗？何况，对于就业来

说，学历或许是一个不可或

缺的前提条件，但能力、品

质和机遇都很重要，李克强

总理于 2 月 26 日主持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曾提

出，要促成“不唯学历凭能

力”的社会氛围，学子们想

凭学历坐等“体面工作”，岂

不落伍？

即便拿到的是含金量

很高的高学历，那也不等于

就 该 拥 有 一 份“ 好 ”工 作 。

大学教育首先是为了培养

高素质公民，其次是为了培

养学术型人才，最后才是为

了培养有能力或有技能的

工作者。把高学历与好工

作 直 接 挂 钩 ，其 根 本 还 是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

有 黄 金 屋 ，书 中 自 有 颜 如

玉”的陈腐思想在作怪。大

学里的很多专业本来就与

就业没有多大关系，或者没

有直接关系；社会上的很多

工作与高等教育也没有什

么 关 系 ，或 者 没 有 直 接 关

系。一个高素质公民的第

一素质应该是自立自强：找

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这

就是自立；不管什么样的工

作，只要是力所能及的，都

能 够 认 真 去 做 ，这 就 是 自

强。老话说，“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其实，从敬业精

神 的 角 度 看 ，“ 扫 一 屋 ”与

“扫天下”别无二致。挑三

拣四，“啃老”“老啃”，便是

枉费大学教育了。

高学历不等于好工作，

好 工 作 也 不 等 于 好 未 来 。

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一个

依赖父母而不觉得愧疚的

人，一个志大才疏的人，一

个沉醉在“先前比你阔”的

荣光里的人，即使拥有最体

面的工作，也是不可能做好

的 ，是 不 会 有 前 途 和 未 来

的。

“好汉不提当年勇”，过

去的荣光只能反衬现时的

黯淡，把名牌大学的毕业文

凭锁进抽屉，双脚踏上当下

的土地，那种感觉叫坚实。

日前，“致瑞安待业青

年的一封信”的帖子引起网

友热议。一方面受过高等

教育的“新待业青年”已成

为一种社会现象，高不成低

不就，“家里蹲”“屋里嬉”成

了一道别样的“风景”。而

在另一边，不少瑞企面临着

用工紧缺，“招工难”、“人才

缺乏”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

的制约因素（详见本报 3 月

3 日 第 9 版、5 日 第 5 版 报

道）。

提及这些现象，我们常

听到的一句话是，“现在的

大学生都怎么了？”这句话

显然是针对大学生的一种

批评。而仔细琢磨一下，这

句话其实有点推卸责任的

意思。问大学生怎么了，首

先要问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一直以来，在老师和家

长眼里，学生学习好就可以

了，有没有劳动观念并不重

要。读了大学，他们自然觉

得自己不是普通劳动者，不

但不会劳动，而且还鄙视劳

动。这就是学校教育和家

长教育引导的结果。他们

总以为自己读了书，出来就

要干体面的工作，而实际上

我们知道刚毕业的学生离

社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

有 一 著 名 CEO，大 学

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公

司来了客人时给端茶倒水，

看似很简单，可他做得很认

真，并认为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要有服务的意识，第二

泡茶有技术讲究，什么时候

去倒水，什么时候加茶叶，

都得把握。他的体会是，倒

茶 水 不 一 定 能 当 CEO，但

当 CEO 要学会倒茶水。

成 功 者 的 经 历 ，有 一

共同点，就是从基层做起，

从简单做起，从小事做起。

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何不屑

于此，是因为他们没有调整

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可

以说，每位大学生都有自己

的理想，有人梦想毕业后考

入国家机关，有人梦想毕业

后经商挣大钱。有理想是

好的，理想是催人奋进的助

推器，有了理想就有了前进

的动力。但理想是建立在

现实基础上，理想与现实也

是有一定差距的。几年的

大学学习仅仅是个基础，而

一出校门就想一步登天，本

身就不现实。毕业后，一次

次求职碰壁的经历，就是把

丰满的理想一层层剥离的

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

中，大学毕业生应该做的是

及时调整心态，将自己的理

想调整到和现实相辅相成，

在就业的过程中才不会产

生太大的心理落差，从而悲

观绝望。大城市、大机关留

不下来，可以转战乡镇和农

村，其实这些地方更需要你

们，在这里你们一样可以成

为国家的栋梁、成为有用之

才。

近日许多媒体报道，8

年 前 ，刘 宁 ( 化 名) 以 近 650

分的高分，成为四川凉山某

县的理科状元，考入中国科

技大学。4 年前，刘宁大学

毕 业 ，没 有 找 到 理 想 的 工

作，开始沉迷网络，四处流

浪。高考时是理科状元，上

的又是名牌大学，这样的境

况一般来说在找工作时更

具有优势，如果要求不是太

高的话，找个差不多的工作

应该不是问题。但问题就

出在刘宁对找到的工作都

不 满 意 ，用 他 自 己 的 话 说

“如果找不到喜欢的工作，

我宁愿不工作”。

虽说理科状元成为流

浪汉是个个案，但从个案中

折射出的大学生就业观值

得我们思索。大学毕业生

或选择就业或选择创业，无

论 如 何 ，都 应 该 从 现 实 出

发，去实现理想。

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主

要还是受“学而优则仕”等

世俗观念的影响。观念变

一 变 ，理 想 与 现 实 并 不 矛

盾，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比

如说，放低姿态，先就业再

择业，即便是小厂小店，即

便是脏活累活，都当是积累

工作经验，掌握实际技能，

寻找新的机遇的过程。当

然，也不妨自主创业，从小

商贩、个体户干起，一步一

步向成功的目标进发。大

学 生 包 括 研 究 生 ，开 擦 鞋

店、办养猪场而最终取得成

功的，不乏先例。

盘点全国 29 个省份已发布的 2014 年政府工作报告，“雾霾”成为

仅次于“改革”的第二大热词。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建言，治理

雾霾也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挖出监管不力背后可能隐藏的腐败。

（陶小莫 画）

助学助残、义诊义演、理发

按摩、顺风搭乘⋯⋯5 万余名

志愿者活跃在大街小巷，行走

在无偿奉献的路上，志愿者们

让瑞城充满了正能量，温暖了

瑞城（详见本报3月6日第7版

报道）。

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日，

3 月份是学雷锋月，每年这个

时候，我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

许多善举。但是，“一日行善”

容易，难的是“日行一善”，难的

是善行难以长久、难以坚持。

日行一善，积善成德，当然

是再好不过的事情，然而日行

一善不是说得那么轻巧，需要

从一日行善开始。佛说：“一日

行善，福虽未至，祸自远矣。一

日行恶，祸虽未至，福自远矣。”

一日行善，也是一股正能量，也

能够让自己有愉悦的心情的。

当我们无法日行一善时，那么，

我们就先从一日行善开始。当

一日行善的行为多了，那日行

一善，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也就

可以让爱心永远流淌。“日行一

善，善行一生，幸福一生。”当我

们一直坚持自己的善行，那我

们的人生就不再平凡。

（胡新华）

将理想调整到
和现实相辅相成

让“行善”成为一种习惯

[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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