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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明

这两天，武汉大学资源与环
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
红兵的《致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一
封信》火了。在这篇文章里，邓教
授为被网友戏称的“天坑专业”正
名，呼吁“高等教育不是教我们谋
生，而是教我们创造生活”。

根据这封信里的说法，所谓
的“天坑专业”是生物、化学、材
料、环境等专业。网友之所以戏
称这些是“天坑专业”，主要是因
为专业难度大、就业难、薪资水平
较低。现实中，在一些学校这些
专业确实招生不理想，比如邓教
授所教授的专业，“我们去年只招
了 170 多人，指标是 290 多，没有
招满，还有很多人进来之后转专
业的。”

不过邓教授的正名文章，在
网络上并没有收获清一色的好
评，相反，却被不少网友指责“站
着说话不腰疼”。显然，很多网友
对这种价值陈述并不买账，大道
理都懂，但若是放到现实中进行
利益规划，人们恐怕不会轻易地
选择理想主义。毕竟，气势十足
的豪言壮语，终究要面对柴米油
盐的“拷问”。

邓教授的说法，当然是有道
理的，也是符合社会主流价值期
待的，我们需要有人仰望星空，选
择坐“冷板凳”的专业。不过，这
篇正名文章之所以显得说服力有
限，主要是因为邓教授的开导是
个例表达，而且是个相当“高端”
的个例——武汉大学已是国内一
流的大学了。另一个原因则是回
避了现实图景，并没有正面提供

专业去向等“干货”内容。
对大学的经典描述，往往是

仙气飘飘的，比如“象牙塔”“真理
的殿堂”云云。但对大多数人来
说，大学就是谋生的必经阶段，大
学选专业，其出发点必然是“好不
好就业”“收入高不高”之类的世
俗视角。当然，肯定也有为了理
想奋不顾身的情况，但如果视角
拉远至“人才市场流动”的高度，
影响专业冷热度的只能是更普
遍、更常见的市场因素——投资
回报比如何。

改革开放之初流行着这样一
句话：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这种

“脑体倒挂”现象，已经成为一个
集体反思的标签。毕业就业也
好，科学研究也好，不能也不可能
脱离生活的、世俗的、庸常的价值

坐标系。我们没有必要过度强调
专业选择的道德感，相反，对于专
业前景的分析，应当基于无情感
倾向的市场规律，这也是解决一
些问题的前提。

所以，如果社会认为“天坑专
业”应该被正名，大学生对“天坑
专业”避之不及的现状也应该被
扭转，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在资金
投入、财政补助上多下功夫，让专
业前景更好地满足个体化的期
待。

其实从近些年的情况也能看
到，加大对基础学科的投入，给予
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支持，
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国家层面也
出台了不少措施。相信随着这些
措施落实到位，基础学科的待遇
改善，“天坑专业”自然会慢慢被
填上，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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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雨来

七月酷暑，在市区北部边缘，
鹰城大道施工现场热火朝天，近
2000 名建设者挥汗如雨赶工期、
抢进度，4 个参战单位打响“百日
攻坚会战”，你争我赶，力保今年
10月全线贯通。

鹰城大道东起平郏东路，西
迄龙门大道即平郏快速通道，全
长15.2公里，总投资16.6亿元，沿
线厂矿林立，既有平顶山的主要
矿区，也有建筑设备、钢管扣件、
新型建材、机电设备、构件制造等
工厂企业。这些工厂企业或独立

发展，或为煤矿提供配套服务，在
产业网络中互助互利。某种程度
上，鹰城大道沿线堪称平顶山的

“重工业区”。
公路围绕产业建，产业围绕

公路转。改建后的鹰城大道双向
六车道，路面最宽处达 72 米，设
计时速 80公里，沿线产业发展必
然又快又稳，前路越走越宽阔。

鹰城大道改建之前名为北环
路，既是环城路，必然偏远。一个
朋友在平煤神马集团一矿工作，
有一次我们邀请他来市区玩，他
反邀我们去找他。我随口一句

“去你那儿太远了”，被他反问：难

道我找你们就不远？醍醐灌顶！
同样的路程，哪里有远近之分，我
之谓远，实则嫌他太偏。连朋友
聚会都嫌其偏，遑论工厂企业扎
根落户，作长远发展。路不通畅，
工厂企业就不愿落户。相反，道
路畅通，运输就畅通，局部产业的
微循环就能活起来，继而吸引新
产业，实现产业升级。这就是所
谓的“道路通、百业兴”。

煤矿是鹰城的立城之本，曾
是鹰城发展的助推器。煤炭兴，
鹰城百业就兴；煤炭衰，各行各业
难免被波及。毋庸讳言，煤炭价
格并不稳定，市场信号传导至鹰

城矿区，必然导致不确定的发展
预期。这里虽是生产区，但不是
消费区，人气不够旺、烟火气不够
盛。如今，伴随鹰城的转型发展，
鹰城大道沿线也要实现产业升
级。昔日资源路，今后还要成为
产业路、旅游路，如此，才能带来
人气和财气。

今年 10 月，鹰城大道全线贯
通，届时路通天地宽，必然迎来发
展新机遇，并在可预期内逐步实
现产业升级，沿线新产业“串珠成
链”，真正实现路通人旺、路通业
兴。

（相关报道见今日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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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耿新月

“95 后”女孩住进自己买的
“毛坯房”，乍一看令人惊讶，这背
后却是女孩攒钱 10年的努力，与
不依赖他人的独立。

7 月 5 日，在江苏泰州，“95
后”女孩白小莉（化名）终于在半
个多月前住进了自己买的毛坯房
中。

据了解，白小莉未完成小学
学业，14 岁就进入社会打工。她
花光十年来的积蓄，又东拼西凑
地借了不少钱，攒够了首付 28万
元，在老家兴化买了套 3室 2厅 2
卫的大房子。目前还在还房贷，
房贷每月三四千元。

买下房子后，白小莉再没有
多余的钱来装修新房。为了省

下租房和装修的费用，白小莉干
脆住进了毛坯房。毛坯房里的
东西并不多，除了厕所简单装修
过以外，其余一切从简，家具就
只有一张床、两张桌子。放眼看
去，只有灰扑扑的水泥墙面和地
面。

在这套简陋的毛坯房中，白
小莉“怡然自得”，因为这套属于
她自己的房子让她有着满满的安
全感。

白小莉说，她作出买房决定
的时候，周围所有的人都表示反
对，认为她一个女孩子没必要这
么累，完全可以依靠未来的对象
买房。

但是，白小莉从小就梦想有
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并不觉得结
婚能够给自己带来足够的安全

感，倒不如自己有一套房更靠
谱。虽然花光了十年的积蓄，但
她觉得，自己的房子，哪怕是毛坯
住起来也觉得舒服。

网友们对白小莉的举动纷纷
点赞，称赞她“内心强大”，是一个

“很独立的女孩”。还有很多与白
小莉差不多年纪的女孩表示羡慕
和赞同，“有房子才有自己的家”

“女孩子长大后就没有家，只有靠
自己，只有卡有钱，有自己的房子
遮风挡雨，才有安全感。结婚不
是女性必要的标签。”还有的网友
说，“男孩要买房全家帮助，女孩
要买房却遭到种种阻拦。如此对
比令人唏嘘。”

在传统观念中，“新房”一般
具有“婚房”的属性，是为处于婚
恋关系中的男女准备的。而“买

房”的责任，社会通常认为应由男
方承担。但随着社会发展，男女
两性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越来
越多的独立女性出现，她们凭自
己的本事生活，不再依赖男性。

与此同时，社会观念也在逐
渐更新，固守“老一套”的人应当
看到，“房子”不只有“婚房”这一
种属性，而“买房”也不应完全成
为男性的义务。

白小莉之举，让人们看到，靠
自己买的毛坯房，比别人买的精
装房“香”多了。

其实，“95 后”“女孩”“毛坯
房”都是标签。在当代社会，无论
男女，无论年纪，都有权利靠自己
的努力得到生活的安全感和幸福
感。毕竟，能用双手触碰到的，才
是“稳稳的幸福”。

“95后”女孩住进自己买的毛坯房，是“稳稳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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