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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今年 7

月 4 日至 16 日在泰国清迈举行的

第 56 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上，美国队以4分优势破天荒地击

败了老牌劲旅中国队，拿到了第一

名，这是美国自 1994 年夺得冠军

后，时隔 21 年再度夺冠。此消息

发布后，立即引爆了网络。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公认的

奥林匹克学科竞赛强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自1985年首次组

队参加奥数比赛以来，我国学生每

次比赛几乎都是摘金夺银，所向披

靡，在 25 次奥数历程中共获得 19

次冠军，俨然成了无人撼动的国际

奥数霸主。因此，当今年比赛结果

揭晓后，中国队居然被美国队超

越，屈居亚军，让许多原本满怀期

待的国人大跌眼镜，甚至连国外一

些媒体也惊呼，中国队怎么啦？

有不少人把金牌旁落的原因

直接归咎于高考取消奥赛加分。

的确，国人对奥赛(尤其是奥数)的

追捧由来已久，特别是把奥赛获奖

与高考加分挂起钩来后，它就渐渐

成为某些人谋取分数的工具，异化

为进入名牌大学的一块敲门砖。

在此刺激下，许多不理性的家长不

顾自己孩子的智力水平和兴趣爱

好，盲目地给孩子报名参加，使社

会进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全民奥

赛”状态。

其实奥赛存在的价值，是培养

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素质，为

有兴趣或专长的学生提供一个展

示自我的舞台，而并非为进入名校

另辟一条“绿色通道”。基于此，针

对狂躁的奥赛热，教育部去年紧急

踩了刹车，取消了奥赛获奖保送和

中高考加分，剥离了绑架在奥赛成

绩上面的特权，为“奥赛热”降温。

即便如此，参加奥赛的中小学生仍

络绎不绝。

不过凑巧的是，去年刚取消

奥赛加分，今年比赛就丢了冠军，

于是就有人把矛头对准了取消加

分上。笔者认为，这未免太武断

了点，奥赛究其本质来讲就是一

场充满不可预知的激烈比赛，今

天你赢了，明天他输了，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儿。中国队在实力占优

的情况下被美国队“破天荒”地击

败，只能再次印证比赛的激烈与

残酷，况且美国队的进步是有目

共睹的，近年来排名榜上稳居前

三。退一步讲，即便真是因为取

消加分而与奥赛冠军失之交臂，

那也是国人为偿还奥赛欠下的债

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国有句古话，“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任何一项国际比赛倘

若长期被某个国家所垄断，这本

身就是极不正常的。就像我国的

体育优势项目乒乓球、跳水等，只

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一起玩，才

能更好地推动该项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

说到底，就算我国再次赢得冠

军又能说明什么，中国学生花大量

时间集中训练，摘得那么多金灿灿

的金牌，可真正成为相关领域的杰

出人才又有多少呢？享受过程，激

发对学科的兴趣，远比获得多少枚

金牌来得重要和迫切。输一次比

赛，少一个冠军又有何妨？

近期，涂色书《秘密花园》走

红，被称作“减压神器”（详见本

报7月23日第10版报道）。

“压力”从何来？笔者认为，

人们的压力大致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来自欲望，欲望或是人的

本能，但若不能正确对待欲望，

反而被欲望所控制，那就有可能

成为痛苦的渊薮；第二，来自攀

比，一个本不如自己的“丑小

鸭”，偏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声

名比我好，成就比我高，职权比

我大，财富比我多，这叫人情何

以堪，意何以平；第三，来自约

束，包括社会规则的约束与自然

规律的约束，人们总想着逃离现

实，去寻找绝对的自由。

玩《秘 密 花 园》能 否“ 减

压”？正如心理咨询师所言，“涂

色书只能暂时缓解压力”。涂色

书毕竟只是一种游戏，艺术含量

极低，在专注于涂色的过程中忘

记烦恼，放下压力，进而获得一

定程度的成就感，这是“鸵鸟政

策”，是“掩耳盗铃”，是逃避现实

的消极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

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

除生存压力呢？其一，“立其

大”。这个“大”就是大道理、大

修养、大气概、大觉悟，“立其大”

就是明白生命的本真，超越生死

的观念，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名

利所惑，不为小事所羁绊，只有

处在大追求、大梦想之中，才能

让小痛苦、小烦恼消弭于无形，

如小雨点融化于大海。“位卑未

敢忘忧国”，即便身处卑微，只要

是一个积极上进、敬业奉献的

人，就不会有什么外来的压力。

其二，“据其高”。只有站得

高，才能看得远，高屋建瓴，统摄

全局。杜诗云，“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身在高处，心也在高

处，以“在高处”的精神境界来反

顾“在低处”的尘世生活，那是一

种超然的体验。比如一个心中

有爱的人，即使面对仇敌，仍然

胸怀悲悯之情，如同一轮明月，

把清辉洒向人间，这是绝高的境

界。相比之下，“忍”就有些流于

下乘了，心上插着一把刀，个中

况味，只有自己知道。

其三，“处其远”。俗话说，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处迷

局，难免为其所困。倘若我们能

够让精神上的另一个自己跳出

迷局，站在远处，冷静地反观自

己，审视自己先前的所言所行，

所思所感，那必是一种清净澄明

的别样境界。在精神的“彼岸”，

应该没有什么压力可言。

总之，“求人不如求己”，能

够为我们减压的惟有我们自己，

一切外在的神马神器，都不过是

浮云。

近日，瑞安一位父亲辞职

骑摩托车带 7 岁女儿进藏的新

闻，在网络上热传，它与综艺节

目《爸爸去哪儿》、《爸爸回来

了》一样，引发人们的热议：今

天该如何做父亲？

不得不佩服这位名叫张海

东的父亲的胆魄和勇气。为带

孩子骑行西藏，让上红旗实验小

学一年级的女儿张旭霖度过一

个难忘的独特暑假，他在暑期到

来的时候决然辞职，估计这样的

父亲全国也不多见。这让绝大

部分父亲望其项背，更让那些平

时以各种借口和理由而疏远孩

子管教的父亲感到汗颜。

一个孩子要学习的东西确

实很多很多，尤其在暑假这个

充裕的时间里。父亲可以给孩

子报很多班，让孩子和自己每

日都疲于奔波，费神费力费财

费时不说，能学到多少记牢多

少，大家其实心知肚明。“要么

阅读，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总

有一个在路上”，这句话不单适

用于成人的世界，也是当下孩

子最欠缺的。许多东西学过

了，往往很快遗忘，而如此别具

一格的亲子游，大概父女两人

都会终生难忘，都会因为彼此

的行动而骄傲。留下的不仅是

沿路的美丽风景，还有父女的

亲情、意志的磨炼和顽强的精

神。孩子今后的人生路上是否

有不一样的风景，挚爱的父亲

业已打下底色。

当下，家庭教育中，父亲的

缺席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从

幼儿园到高中，大凡学校举行

的家长会，出席的绝大部分为

母亲，父亲的身影总是寥寥无

几。有的父亲实在忙于生计无

法分身，有的则不屑于参加家

长会这样的琐事，更有的则早

已将孩子的教育全盘拱手予母

亲。父亲角色的缺席，对于女

孩子来说尚且影响不是很大，

而对于男孩子来说，影响或将

是终身的、致命的。许多男孩

子的娘娘腔，缺乏阳刚之气，基

本上被认定为是父爱不足所

致。

每个家庭中，父亲的一点

一滴一言一行，时时刻刻在潜

移默化地熏陶着孩子。一个父

亲的兴趣爱好、性格品质，一定

程度上也在孩子的身上打下烙

印。虽然众多家长做不到带孩

子骑行西藏的极致，但还是可

以通过自己平常的言行，榜样

示范、言传身教，培养孩子积极

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比如，

爱阅读、养成好习惯、心态平

和、淡泊名利等等，常常在不知

不觉中左右着你的孩子，并且

关乎孩子今后的发展和方向。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

父亲》中说做父亲是“极伟大的

要紧的事，也是极困苦的艰难

的事”。“有其父，必有其子”，

“养不教，父之过”一类的俗语，

也印证着父亲的必要性与重要

性。我们期待有更多“父亲”回

归本位。

现在有三种类型的干部对我

们党的事业影响很大：推诿塞责的

“鸵鸟型”干部、自吹自擂的“孔雀

型”干部、“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

事”的“病猫型”干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

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

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

性问题来抓。因此，新形势下，我

们决不能给这三种类型的干部有

立足之地。

这两年，“狮子型”干部是被省

委书记夏宝龙频繁提及到的一个

词。夏宝龙书记为何看中“狮子

型”干部？因为“狮子型”干部能干

事、能成事。这是由“狮子型”的干

部特点决定的。这个特点，就是他

们身上有“狮性”，“虽是搏兔，亦全

其力”。

所谓“狮性”，即为担当精神。

改革进入深水区，任务更艰、矛盾

更多、风险更大，因此，迫切需要有

一批“敢抓敢管、善于破难、能够驾

驭全局”的富有担当精神的干部。

这就是夏宝龙书记所说的“狮子

型”干部。

时代呼唤“狮子型”干部，那么

我们如何培养和造就一批“狮子

型”干部？日前，瑞安出台《瑞安市

市管科级领导干部综合评价暂行

办法》，着力解决干部“一项成绩多

人用”、工作压力不均等问题（详见

7月27日1版报道），这无疑是为

培养“狮子型”干部提供了一种制

度保证。

“狮子型”干部是党的宝贵人

才，“一将难求”，所以，对他们要倍

加珍惜和爱护。当然，这种珍惜和

爱护不是把他们锁进“保险箱”，让

他们当太平官，而是夏宝龙书记所

说的，“让他们甩开膀子去干”，创

造条件，给“狮子型”干部以逐鹿的

原野。

原野就是现实大舞台。用好

“狮子型”干部，首先要提供适合他

们驰骋的原野，激发他们的“狮

性”，否则狮子也会成病猫。基层

一线、环境艰苦的地方是原野，矛

盾多、情况复杂的地方也是原野。

这里最需要“狮子型”干部，勇猛果

断，不遗余力；咬定青山不放松，不

达目的誓不罢休。

要让“狮子型”干部逐鹿原野，

前提得让他们放开手脚。现实中，

“狮子型”干部因为敢想敢干、个性

鲜明，往往被一些因循守旧者视为

“另类”，如果再出现一点点失误，

恐怕就要被一棍子打死。邓小平

同志曾说过，除了违法乱纪，改革

要允许犯错误。改革征途中，“狮

子型”干部是负重前行，对此，我们

应抱以宽容之心，允许出错，让“狮

子型”干部在冲锋陷阵时，义无反

顾。过于苛求，他们就会像河道中

曾经有过的奇石、利石、怪石，随着

激流的长久冲撞，棱角尽失，成了

鹅卵石。

用好“狮子型”干部，是对庸官

懒政、尸位素餐的一记响亮回击，不

再让推诿塞责、文过饰非的“鸵鸟

型”干部和“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

事”的“病猫型”干部有生存的市场。

改革，自古非易事。而如何用

人，则关系改革发展成败。我们要

肩负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走在

前列永无止境，干在实处要谋新

篇”的新使命，关键在于要发现和

培养一批“狮子型”干部，充满智

慧，善谋全局；直面问题，克难攻

坚；信心十足，勇往直前。

培养“狮子型”干部的
制度保证

■薛建国

少拿一次国际奥赛冠军又何妨
■项建达

今天怎么做父亲
■高振千

“减压”何需“神器”
■金粟

日前，来自甘肃、吉林等

7 省市自治区的 10 名高考状

元，在山西晋城接受“皇帝”

敕封，典礼上，状元被安排骑

马游街并领奖金，被网友批

过度炒作。

（陶小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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