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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胡欣红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解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

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

施条例》）。修订后的《实施条例》明

确了民办学校举办的鼓励与限制规

范，完善了民办学校法人治理结构，

还规范了民办学校的招生行为，自今

年9月1日起施行。

作为公办教育的有益补充，经过

近40年的发展，中国民办教育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形成

了一定规模的民办教育体系。据统

计，2020年全国民办学校数量已占

到各级各类学校总数的1/3，民办学

校在校生数量占比接近1/5。

但囿于诸多因素，民办教育的发

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引

导民办教育健康高质量发展，一直是公

众关注的话题。据了解，新修订的《实

施条例》对现行条例做了全面、系统的

修改、补充和完善。“脱胎换骨”的大幅

度修改，不只是“面”的引领，更触及了

一些“痛点”。尤其是对于公众所关注

的“名校”办“民校”问题，《实施条例》明

确提出：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不得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也不得转

为民办学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

或者参与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

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举

办民办学校，对促进教育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是，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

产物，其本身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时

代的变化，问题日益凸显。民办教育是

相对于公办教育、公立教育的教育形

式，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

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

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

“名校”办“民校”或参与举办“民校”，究

竟是公办教育还是民办教育？指责其

为“假民办”的，坊间不乏其人。

“名校”办“民校”，不仅模糊了公

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界限，而且稀释

了公办学校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

虑 ，衍 生 出

“民办学校择

校 热 ”等 问

题。此外，利

用公办学校

的优质品牌，

采用民办学

校的收费机

制，一定程度

上加重了家长的教育负担，并且对真

正的民办学校造成了不公平竞争，

扰乱了教育秩序。对于这个争议已

久的问题，《实施条例》作出了清晰

答复，如此，既能督促义务教育阶段

公办学校回归本位，也是对民办教

育的保护与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实施职业教育的

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资本、技

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

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这样的导向，充分彰显了国家对职业

教育的“特殊对待”，有助于推进职业

教育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职业教育

领域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规范民办教育发展，不是打压限

制，而是为了促进民办教育健康高质

量发展。新修订的《实施条例》在保

留、强化现行条例对民办教育的鼓

励、支持措施的同时，针对近年来出

现的无序竞争、违规办学等行业乱象

加强了监管，对过度资本化商业化

“亮红灯”，是对少数不符合政策方向

和群众利益的办学行为的有力纠正，

彰显了鼓励与限制规范并举的思

路。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

做到规范和扶持相结合，不能重规

范、轻扶持，或只规范、不扶持。在一

定阶段内要实现综合平衡，向市场释

放出正确的政策信号。

“名校”办“民校”喊停，规范民办

教育可谓正当其时。不容否认，《实

施条例》的执行，在短期内或许会造

成一定的冲击乃至震荡，但将对民办

教育健康持续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

影响，值得期待。

规范“名校”办“民校”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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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办“民校”，不仅模糊了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

界限，而且稀释了公办学校的品牌资源，加剧教育焦虑。

□李晓鹏

袁隆平院士以91岁高龄仙逝，

前往袁老灵柩停留的殡仪馆吊唁的

人络绎不绝，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

下至垂髫小儿，为袁老送上最后的

致敬。

在媒体的报道中，袁老始终以

科学家的形象出现。但在我看来，

袁老首先是一位教师。1953 年从

西南农学院毕业之后，他服从全国

统一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

山麓安江农校教书。从 1953 年到

1971 年，他都在这所学校里教书、

做研究，当了足足 18 年的农校教

师。也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饥饿

给乡亲们带来的生存威胁，开始了

杂交水稻的研究并取得成功，成为

“杂交水稻之父”。

袁老不仅仅一开始是位教师，

在做科研的过程中，他也始终以教

师的身份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

学生，老一代的如李必湖、尹华奇，

新生代的如段美娟、邓启云、吴俊、

辛业芸等，都已经是声名远播的科

学家。其中，袁老亲自带出来的二

十几名博士生，业已成为所在单位

和地区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可以说，袁老不仅杂交水稻研究得

透，学生也培养得好，是一位优秀的

教育工作者。

作为教师的袁老，身上有太多值

得我们学习的品质。他志存高远，目

光远大，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两

个梦想：一个是让杂交水稻比高粱还

高，米粒比花生还大的禾下乘凉梦，

一个是把杂交水稻推广到全世界，让

全人类彻底告别饥饿。这是一种何

等宽广的胸怀！这是一种造福全人

类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才是真正有追

求、有作为的科学家的梦想。这就是

一位科学家

的初心。

在袁老

的精神财富

中，专注是成

功 的 秘 诀 。

他潜心研究

杂交水稻60

多年，真正做

到了心无旁骛，专心致志，目标坚定，

不为任何事情所动摇，可谓“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扑在水稻田”。袁老成名

极早，半个多世纪以来，面临着无数的

诱惑，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他都不为

所动，专心于培育杂交水稻，这才有了

今天如此崇高的威望，活出了一位科

学家的纯粹。

作为享誉世界的大学者，袁老在

物质生活上的简单质朴，更令人敬

仰。他从来不穿高档的服装，也没有

豪车。去田里的时候，他坚持骑自己

的小摩托车。他看上去就是一位朴素

的老农，但实际上，他不是没钱，他的

奖金和工资，大部分都捐了出去。

袁老还提倡过“种子精神”。他

说：“种子优良了，水稻才能根深叶

茂，硕果累累。人就像一粒种子，只

有身体、精神、情感都健康了，才能茁

壮成长。”这不正是我们教育工作的

本质吗？教师自己要怀揣以教育为

己任的信念，从初心出发，把学生培

育成优良的种子。

学高为范，身正为师。袁老展

现出来的人格魅力，正是老一辈知

识分子的优秀品质，更是我们今天

的教育工作者需要学习的。勤以修

身，俭以养德。面对社会上纷乱的

诱惑，教育工作者应该秉持为国育

人的初心，专心致志，不断提高自己

的业务能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

令人骄傲的成绩。

“行为世范”袁隆平

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晓说教育

●袁老说：“种子优良了，水稻才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人

就像一粒种子，只有身体、精神、情感都健康了，才能茁壮成长。”

这不正是我们教育工作的本质吗？

“宅赚”也可以实现人生出彩
□杨朝清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当

下，年轻人实现价值的路径越来越多样化，

他们的就业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不出家门

就可以工作成为现实。一方面，现在的年

轻人不喜欢按部就班、“一潭死水”的工作，

不喜欢等级化、层级化的职场，不愿意处理

复杂的同事关系，也不愿意时时刻刻受到

“紧箍咒”的裹挟，而是渴望拥有更多的灵

活地带和弹性空间，追求职业获得感，“宅

赚”满足了这些诉求；另一方面，因为通勤

成本过高，遭遇“职场天花板”等，一些人选

择此类工作，也有“退而求其次”的无奈和

艰辛。

选择“宅赚”岗位的年轻人很容易被污

名化，常常被贴上“懒惰”“不自律”“不合

群”等负面标签。实际上，网站UP主也好，

主播也好，可能工作起来更“拼”，更自律，

也更有专业素养。

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宅赚”岗位上

一样可以实现人生出彩。这部分年轻人中，

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坚持实现

人生突破的例子比比皆是。他们在择业上的

“不走寻常路”，同样需要被尊重。

“宅赚”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文

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时间之河川流不息，

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我们

理应对新职业和从事新职业的年轻人多一

些理解，树立更加理性、包容、成熟的就业

观念。

选择新职业需多一些理性
□付 彪

与“宅经济”相关的新职业的涌现，无

疑为毕业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就业选择。

但我们也要看到，许多大学生对这些新职

业了解得还不够充分，面临诸多“烦恼”。

头部主播们看上去“轻松又多金”的日

常，让不少大学生也想象着未来宅家当当

主播、直播带货、陪打游戏就能赚钱。但

是，“宅赚”不是轻轻松松的“躺赚”，看上去

简单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制作等，背后也许

要付出异于常人的艰辛和努力。

面对大量涌入的年轻人，相关部门迫

切需要做好引导，帮助他们理性选择新职

业，有针对性地提升技能。其实，早在

2007 年，教育部就印发了《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要求》，提倡所有

高校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并贯

穿学生从入学到毕业整个培养过程。引

导大学生做好职业规划，高校应当好主

角，成立专业团队，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

点迷津；加强与用人单位对接，邀请专业

人士走进高校，帮助学生培养职业兴趣、

提高相关技能。

去年11月，教育部发布通知，从积极拓

展政策性岗位、进一步提升就业指导服务

水平等 5 个方面，对 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今

年3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出

台《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对加强

新职业开发和培训提出具体要求，包括制

定技能标准、提供行业培训，提升新职业从

业者能力和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宅经济”就业快速发展的

背后存在的短板，亟待政府部门、行业协

会、企业、互联网平台等多方跟进。

无论是从事传统的工作还是投身新职

业，大学生都应选择适合自己的，而不是盲

目跟风。

新职业为大学生提供多元选择

新
闻
回
顾

某视频网站UP主能月入上千万元，某主播年入千万元……这样的故事，正
成为越来越多90后、00后青年人心中的“励志故事”。一家求职网站统计的数据
显示，仅2020年上半年，就有6500万人次的大学生在该网站上投递兼职简历，近
一半人次中意的是足不出户、主播类“宅赚”岗位。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大学生为何青睐“宅赚”岗位

□李 平

眼下，大学生普遍青睐视频网站 UP

主、主播等新职业，不值得大惊小怪。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各种新兴

产业、新职业异军突起。就在最近，人社部等

三部门又发布了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易

货师等18个新职业。这些青春、时尚的新职

业最大化吸引着年轻人，为处于择业期的大

学生们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不知不觉

间，90后、00后业已成为新职业主力军。

现在年轻人的求职心态已不同于其父

辈，足不出户、主播类“宅赚”岗位符合不少

年轻人的心理预期。美团研究院联合智联

招聘发布的《2020 年生活服务业新业态和

新职业从业者报告》显示，新职业从业者中

53.9%因收入选择新职业，50.4%因热爱选择

新职业。发挥空间大、专业能力提升快、收

入水平高、可以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是不

少新职业从业者的共同认知。

就拿视频网站UP主来说，90后、00后

作为网络原住民，一些视频网站可谓陪伴

他们长大，一些头部UP主拥有众多粉丝，

并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他们所发布的内容、

呈现的方式、引领的风潮，代表了当下一部

分年轻人关注、喜爱的方向，自然会让不少

年轻人心向往之。

我们乐见层出不穷的新职业提供更多

就业岗位，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新的可能

性。同时，高校人才培养也需因时而变，顺

势而为，在专业设置上紧跟时代发展趋势，

做好相关就业指导，帮助大学生做好职业

规划。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孟 伟

5月24日上午，袁隆平遗体送别仪式现

场，无数人默默缅怀、寄托哀思。袁老走后的

长沙下了一天一夜的雨，而雨中超10万市民

自发前来悼念的队伍望不到头。这之中，有老

人，有小孩，有少先队员，有青年学子，只稍微

留意一下就能发现，站在最前面的，全都是年

轻人。

那个追着灵车奔跑的20岁女孩，她的声

嘶力竭是这群人最直接的表达。从噩耗传

出开始，到16：00，只有短短3个小时，却汇

集起数千人。冷雨中，湘雅医院的地下通道

旁，挤满了前来送行的市民。当载着袁隆平

遗体的灵车从地下通道缓缓驶出时，大家高

喊：“袁爷爷，一路走好。”大家追着灵车，跑

了很远很远。

为何如此，因为袁老是年轻人的偶像。在

得知袁老离世的消息后，有这么一位姑娘，执意

将一束花送到了他生前所在的病房门口。她是

长沙理工大学的一名大一女生，她的大学离医

院很远。她说自己坐了很久的公交车，找了很

久，才打听到袁老生前所住的病房。她说：“我

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养活了我们。我觉得

他就是我心中的偶像，就是想来送送。”

那天傍晚时分，长沙市区的菊花和满天

星已经被抢空。一刹那，“长沙无花”，这是年

轻人对袁老的“疯狂”。一个女孩一路问去，

最后在一家很偏的花店才找到两小束菊花。

年轻的店主只收了她一束的钱，因为有一束拜

托她带给先生。实在买不到，有年轻人拿来了

自家的盆栽。那天的地铁上，很多20岁左右

的男孩和女孩都捧着白色的花束，他们都是

去送袁老的。

真如少年，或许这就是年轻人眼中袁老的

样子。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败中依然坚信，世

界上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他坦诚，

功成名就后，面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就

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他幽默，步入鲐背之

年，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青年研究者比

比脑瓜子……他的“真”让他在95后、00后眼

中成了国民偶像、时代顶流。

除了90后、00后，“红领巾”们的表现同

样让人泪目。在送行的队伍中，一个小男孩

小心地为稻子遮风挡雨；另一个小男孩毕恭

毕敬地敬了个少先队礼；有很多学生，主动给

一旁淋雨维护现场秩序的武警官兵们打伞；

还有人给袁老的照片撑了一把伞，“不能让爷

爷淋着了”……

是年轻人，他们走上街头，拿着一盒盒口

罩免费发放给前来吊唁的群众；是年轻人，买

了3000元的花，悼念袁爷爷，可以帮送，不收

钱；是年轻人，整个宿舍的学生，因为一位91

岁的老人抱头痛哭；是年轻人，在网络上默契

地传递着同一句话，“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

饭”……这就是中国青年，以纯真的方式告慰

一位老人至诚的梦想，他们都是袁老口中的

“好种子”。

送别袁老的身影里有中国青年最好的样子

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近日，粉丝为追星倾倒牛奶事件霸占着热
搜。在该舆情事件中，畸形的饭圈文化再度进入
公众视野。舆情刷屏后，尽管平台和商家先后致
歉，对公众有了交代，但站在全国亿万青少年的角
度来说，这一事件确需引起反思。倾倒牛奶事件
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青少年价值观导向的偏差，
产生了极大的社会负面影响。青少年“病态追星”
不可取，亟需教师、家长做好教育引导工作。

（王 铎 绘）

“病态追星”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