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扁担女孩”走红背后
我们正在失去什么样的教育？
丁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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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局”让校企人才精准对接
凌波

“孩子的志愿”不能变成
“父母的一厢情愿”
郭元鹏

近日，广西桂林，一名挑行李回家
的高考女生，感动无数网友。视频里，
女孩穿着朴素，用一根粗木棍当扁担，
挑着塞得满满当当的两个大包。6月
11日，#高考完挑行李回家女生找到
了#冲上热搜。女孩的班主任陈老师
称，刘同学家住农村，家庭很普通，做
事非常实在，其父亲平时在外打工，

“她很朴实，学习也很刻苦，成绩在班
里属于中上等”。

这件事让人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农
村女孩的坚韧，更是一面映照当代教
育困境的镜子。

说来有些讽刺。在物质极大丰富
的今天，一个高中生自己挑行李回家竟
成了新闻。我们的父辈们，谁不是这样
走过来的？可如今，开学季校园里穿梭
的搬家货车，从mini冰箱到按摩椅的

“宿舍家当”，已成为一些人“标配”。两
相对比，“扁担女孩”的走红，与其说是
对寒门学子的赞美，不如说是对过度呵
护教育模式的无意识反讽。

这让人想起一位中学班主任的感
慨：“现在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精致
的易碎品’。”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已突破60%，但00后群体中

“生活能力焦虑症”检出率高达37%。
我们教会了孩子解微积分，却没教会
他们解生活的难题；我们让他们熟记
元素周期表，却忘了告诉他们如何应
对人生的起伏。就像网友的锐评：“如
果连挑行李都要感动，将来怎么扛得
起人生的重担？”

刘同学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她的
“不特别”。她没有惊天动地的成绩，没
有显赫的家世，有的只是农村孩子最本
真的韧性：能扛起生活的重量，也能担
起知识的重量。她的班主任对她的评
价，不正是我们对一个普通学生的正常
期待吗？可当这种品质成为稀缺品时，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该反思了？

教育专家李镇西说过的一句话特
别在理：“最好的挫折教育，就是允许
孩子跌倒。”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给操
场铺满了软垫，却忘了生活本身充满
砾石。日本在“宽松教育”失败后重启
劳动课必修，德国将职业体验纳入中
学学分，这些探索都在试图修复知识
与生活的断裂。

我们的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也
强调生活实践能力，但改变更需要从
每个家庭、每所学校开始。少一些“代
劳式关爱”，多一些让孩子直面生活的
机会；少一些“唯分数论”的焦虑，多一
些对责任感、抗挫力的培养。毕竟，教
育的终极目的不是生产高分的机器，
而是培养能坦然面对生活起伏的完整
的人。

热搜终会过去，但留给我们的思
考不应停止。让网上不为“自己挑行
李”而惊讶，让每个年轻人都能坦然接
受生活的锤炼，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也才是“人才红利”最深厚的土壤。历
史一再证明，一个民族的未来，不仅需
要能解难题的头脑，更需要能挑重担
的肩膀。

6 月 10 日，由教育部组织的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在宁波正
式启动。作为活动首站，来自全国
105所高校的师生奔甬而来，与宁
波180余家优质企业对接洽谈，现
场提供岗位超7000个。为提高对
接成功率，本次活动中，宁波专门请
企业“点单”，根据需求定向邀约高
校。 6月11日《宁波日报》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高校毕
业生实现人生价值的起点。面对即
将到来的毕业季，为高校毕业生铺
设“人才直通车”，让人才和职位双
向奔赴，这离不开就业公共服务的
保障。高校毕业生的职业规划通常
是在一次次学习、咨询、活动中，才
渐渐明晰，所以，需要政府、高校、企
业、社会“扶上马”，助力他们从校园
迈向职场。

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
业，关键是实现供需对接。当前，一
方面，部分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难；
另一方面，一些企业却存在用工荒，
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除人才培养
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错位

外，也有供需对接效率较低、供需信
息不对称、供需匹配不精准等原因，
影响校企人才精准对接。

校内招聘是大学生就业的主渠
道，但仅靠校内就业市场还不够，也
应建设区域性就业市场，进一步拓
宽就业渠道，让更多的用人单位和
高校毕业生能够对接在一起。区域
性就业市场，一般由政府“组局”，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撮合用人单位和
高校毕业生之间的“联姻”。相比高
校、企业组织的招聘会，政府“组局”
招聘，供需对接效率更高、更精准。

政府在“组局”的同时，还要做
好就业服务保障，借助大数据、AI
大模型等技术手段，对就业市场需
求、毕业生意向、就业数据等进行研
判和分析，掌握用人单位的岗位需
求，向毕业生精准推送岗位，精准助
力高校毕业生就业。

留住年轻人就是留住城市的未
来，吸引人才就是保障城市的发
展。精准对接校企人才，当好就业
服务的“店小二”，吸引更多高校毕
业生“奔甬而来”，这是彰显这座城
市招才引才的诚意和用心。

2025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考
试结束后，考生即将面临高考志愿填
报的重要选择。考生可于6月12日-
18日进行网上志愿填报模拟练习。
后续还将上线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
统，为全体考生提供免费服务。

6月11日《宁波晚报》

高考志愿填报是考生人生道路上
的重要分岔口。志愿填报过程中，不
少家长过度干预，将自己的意愿强加
于孩子，使这一本应体现个体自主性
的过程沦为“父母的一厢情愿”。家长
基于自身经验、社会评价或对未来的
担忧，往往倾向于选择所谓热门专业
或稳定职业，却忽视了孩子真正的兴
趣、特长和人生理想。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而志愿填报作为教育过程中的关
键环节，应当以学生为本。心理学研
究表明，当个体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活
动时，会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反之，被迫从事不感兴趣的专业
或职业，不仅影响学习效果和职业成
就，更可能导致长期的心理压抑和自

我认同危机。
实现从“父母的一厢情愿”到“孩

子的心甘情愿”的转变，需要构建多方
参与的协商机制。首先，家长应当转
变角色，从决策者变为建议者，尊重孩
子的主体地位。教育即生长，教育即
生活。家长应当帮助孩子认识自我、
了解社会，而非代替他们做出选择。
其次，学校应加强生涯规划教育，通过
职业测评、专业介绍、学长交流等多种
形式，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
和职业认知。最后，社会应当营造多
元价值评价体系，打破“唯学历”“唯名
校”的偏见，让孩子敢于追求自己真正
热爱的事业。

高考志愿填报不仅是一次教育选
择，更是一次关乎人格独立和尊严的
重要仪式。让“孩子的志愿”真正成为

“孩子的自愿”“孩子的心甘情愿”，不仅
能够促进个体更好的发展，也将为社会
培养出更多具有内驱力和创造力的优
秀人才。在这个意义上，尊重孩子的志
愿选择，就是尊重未来社会的多样性可
能。高考志愿填报，切不可搞成“孩子
心不甘情不愿”！

四岁孩子就能下单、五岁孩子欠款千元……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平
台面向用户推出“先用后付”“免密支付”功能，却未及时设置“防火墙”，导致
未成年人在电商平台上频频“0元下单”，有的家庭甚至因此背上债务。黑猫
投诉平台显示，有未成年人通过“先用后付”购买商品200件、总金额8000多
元，而家长毫不知情，事后，平台拒不取消订单，并要求补交欠款。

6月11日《现代快报》

尽快堵住未成年人“0元下单”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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