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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 汐汐评一周 漫

今日观察

画里有话

近日，一段“讲座名师遭高中生抢话筒”的
视频广为流传。

据光明网报道，拥有 33个头衔的名师陈教
授，在安徽省庐江中学进行感恩主题演讲时，输
出的价值观大多与功利性相关，鼓励学生与外
国人结合，还建议出国的学生别回来。一位蒋
姓同学当即上台抢麦，怒斥陈教授“眼里只有
钱”，并高喊：“我们努力学习，是为了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陈教授已被停课反省，
个人履历已被合肥师范学院官网“除名”。

站在神圣的讲台上，不引导学生“志当存高
远”，却散布低俗毒鸡汤，不顾其教育者的身份，
公然宣传性别歧视、功利主义等思想，陈教授没
有头发，但脑后的辫子比谁都长。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
工程师，德才兼备方能教书育人。近年来，能说
会道的陈教授开了约1800场讲座，出场费不菲，
对象大多是未成年人，不禁担忧：他的三观影响
了多少人？

这次，为金钱服务的教授遇到了为民族复
兴读书的学生，反被对方上了一课。学霸蒋同
学胸怀赤子之心，口吐报国之志，书生意气的背
后，是独立思考的能力、质疑权威的勇气和自我
表达的底气。为这腔热血点赞。

少年“抢麦”
据《新民晚报》报道，上海 82 岁的陆老伯想

看电影《满江红》，辗转多家影城也没买到线下
票，一直使用老年机的他只能悻悻而归。高科技
的便利，对老年人竟然是难以跨越、不断翻新的
门槛。

如今，“线上化”渐成趋势，老年人在交通、购
物、就医等诸多场景中却频遭困境。近日，“不会
网上预约的老人无法进入故宫博物院”也上了热
搜。线上购票方便快捷，却把很多老年人拒之门
外。

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5 年，我国将有 3 亿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老年群体面临的数字困境有
一定的普遍性，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智能
手机。不只是老年人，面对接踵而来的新事物，
不少中年人甚至年轻人，也有“慢一拍”的焦虑，
期待社会“网开一面”。

科技的进步，目的是服务人民。开拓适老化
的“硬件”渠道，拆除人为藩篱，打造更多智能化
的适老产品；提供人性化的“软件”服务，保留老
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根据个人需求“文化
反哺”，营造无障碍环境，是构建智慧老龄社会的
必然要求。

开启老年模式，打造友好场景。今天对老年
人的贴心关怀，映照着明天我们被温柔以待。

数字藩篱
“爸妈把我给卖了。”近日，四川凉山16岁女

孩小苦被父母以26万元彩礼许配给他人。小苦
逃到广东打工，却被男方胁迫带回，途中伺机报
警才得到救助。

《民法典》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
婚姻自由的行为”；《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得允
许、迫使未成年人结婚或者为未成年人订立婚
约”。小苦未成年，父母强制其嫁人，涉嫌包办
甚至买卖婚姻。男方强行带回小苦，限制其人
身自由，则涉嫌非法拘禁。

当地警方、民政、妇联等部门介入，对小苦
家人劝解和疏导后，把小苦“平安送回了家”。
很多网友意难平：把受害者送给施害者，这不是
把小苦推回了深渊吗？

接下来，原生家庭能否原谅她的反抗？男
方的彩礼会导致怎样的纠纷？她会不会被家人
再次强迫……小苦的未来让人担忧。

子女拥有独立的人格，不是父母的私有财
产，不能被随意支配、虐待乃至买卖。把女儿当
成敛财工具，允许他人随意限制自由，小苦的父
母是失职的。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
关部门需要更加主动作为。

希望尽快查证真相，严惩违法行为。父母
不能选择，愿小苦能够自由掌控婚姻。

女孩逃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近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首次标注97个数字职业。

34岁的梁锋锋是浙江舜云互联技
术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上百
家企业进行过数字化改造，涉及钣金、
注塑、机械加工等各类企业。他说，随
着数字化浪潮袭来，企业普遍向数字
化生产与管理要效益。“很多中小企业
做生产与管理领域的数字化改造，投
入三四十万元，可能给企业带来生产
效率的明显提升。”

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效益，不少
农业企业也尝到了甜头。如今，手机
成为“新农具”，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成
为受认可的新职业。 新华社发

数字职业

文 / 光明

2月21日，20余省份陆续公布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
复试分数线即人们常说的考研国家线
预计3月中旬公布。

考试出分每每都是有人欢喜有人
忧。有着历年国家线作参考，大部分考
生在查分之后便可知晓其能否上线，这
也就意味着研考考生需要开始为下一
阶段做好准备——准备复试、选择再战
亦或是关注就业。

这几年，考研报名热度让考研隐隐
有成为“二次高考”的趋势。研考考生
身份多为本科应届毕业生、已工作报考
非全日制硕士考生和放弃工作专心备

考考生。当复试和调剂失败，则需重回
原点，选择再战还是回归就业。在这两
个方向作出选择并不容易，也是真真切
切困扰无数考生的现实问题。

以应届生为例，准备考研基本等同
于放弃了就业成功率相对最高的“秋
招”；考研失利就必须迅速作出抉择，保
留应届生身份抓紧准备“春招”，亦或放
弃应届生身份不工作再战一年。不可
否认的现实是，当下应届生身份是就业
市场上的“香饽饽”，拥有着来自政策倾
斜等各种天然优势。

另一方面，随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
逐年增多、经济环境形势变化调整、市
场用人需求日新月异，就业市场竞争激
烈。在如此现实因素下，很多人的认知

里就会觉得，拥有一份硕士学位文凭将
帮助自身在就业市场中多一分竞争力。

对用人主体而言，以硕士学历作为
标准进行人才筛选，是一种高效率的人
才发掘方式。尽管人们都知道高学历
并不等于高能力，但对于连年涌入的大
量就业人群，用人主体在大体上保证选
拔质量就必须设置硬性指标来进行筛
选。

没有过多缓冲时间，必须即刻选择
继续提高学历还是迅速积攒工作经历，
是当下就业市场的现实图景。选择考
研再战可能还会面临失利的风险，而选
择本科就业一样也要担忧长远晋升空
间。

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内，考研将会成为绝大部分本科应届
毕业生和以本科学历步入职场人群的
重要选择，而每年考研出分之后，无论
政策如何变化，研考考生都要选择决
定出一条与自身发展息息相关的路
径。对于很多考生而言，这将是他们
离开“象牙塔”步入社会前的一次重要
选择。从这一角度出发，得知考研成
绩之后的选择，于个人成长的帮助实
则更大。

任何时候，适宜自身发展的选择远
比随波逐流更为重要。因而在考研出
分之后，我们当然祝贺考研成功者，但
也需要向研考失利的考生们表示，你们
同样将经历着另一项有助于自身成长
的过程。

让考研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成长的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