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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
“梗阻” 问题， 应当动员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的各利益相关方，
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两端的
“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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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怎能不见光

在济南济钢体育馆内， 不时传出读书声。 谁也想不到，
这里竟藏着一所小学， 就“蜗居” 在体育馆看台下， 足足有
14个教室。

没有漂亮整洁的校园、 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 体育场
看台下的一米多高的窗户内就是学生们的学习场所。 据媒
体记者观察， 由于光线不足， 教室白天也得开灯上课， 而
且大部分教室只有一面窗户， 就是这一面窗户有的还安上
了黑板。 孩子们每天就在如此阴暗、 潮湿的环境里上课，
实在令人揪心。 对于中小学的校舍标准， 国家有着严格的
规定， 这所小学的环境显然连最起码的光照、 通风条件都
保障不了。

据报道， 四年前， 由于旧村改造， 这所小学临时搬到了
看台下， 原本许诺只需两年新学校就能建成， 没想到如今四
年过去了， 新学校仍遥遥无期。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政府
部门有没有积极协调学校的安置问题？ 这岂是一句“开发商
变更导致了没开工” 就可以解释的？ 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
事， 孩子的健康更不能有丝毫马虎。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协调
解决， 还学生一个真正安心舒适的“家”。

焦以璇 文 王铎 绘

让诚信成为大学生
第二张“身份证”

■舒锋

近日， 教育部“微言教育” 公布了 《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的修订对照表，
并就此向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部属高校征
求意见。 在拟修订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中，
首次将诚信教育写入管理规定， 对失信学生
可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等处分。 （《京华
时报》 11月21日）

诚信是“初始性的道德， 是道德体系中
的母德”。 教育部首次将诚信教育写入大学
生管理规定， 意味着什么？ 在笔者看来， 这
深刻揭示了诚信已不仅是一种道德范畴， 更
是上升到了法律和制度范畴。

“对失信学生可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学籍
等处分” 体现了社会对大学生诚信的期待。
近年来， 社会舆论对大学生诚信多有诟病，
主要集中在毕业后不还贷、 就业违约和考试
作弊等方面。 在笔者看来， 大学生的诚信状
况不是“孤岛” 性质的存在， 而是与社会大
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大学生诚信状况
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诚信状况的折射。

对高校来说， 要从制度上体现和倡导诚
信，但诚信道德的养成，仅仅靠学校教育和环
境的熏陶是不够的， 必须有完善的信用体系
和相应的奖惩制度作保障。这或许是“首次将
诚信教育写入管理规定”的深层意蕴所在。

实际上， 大学生失信行为背后也隐藏着
法律和制度层面的因素。 尽管大学生诚信缺
失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首次将诚信教
育写入管理规定” 的指向， 就是要让大学生
的诚信言行获得制度上的认可和保障， 使诚
信大学生获得比失信大学生更多的荣誉和利
益上的实惠， 在利弊的均衡间不断激励诚信
的大学生保持诚信， 也使那些在“诚” 与不
“诚” 间徘徊的大学生走进诚信者的行列，
形成崇尚诚信的良性循环机制。

因此， 既要读懂“首次将诚信教育写入
管理规定” 的鲜明指向， 又要审慎思考， 科
学周密地认定失信行为， 做好处罚规定的细
化落实。 一方面不能抱有“毕其功于一役”
的幻想， 另一方面要统筹考虑社会、 学校和
大学生自身实际， 在使大学生为失信行为埋
单的同时， 也要做好教育和引导。

在“记录学生学业诚信、 学术诚信等诚
信记录， 建立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
制” 时， 要本着提升大学生诚信水准的原
则， 激发大学生作为道德主体的自觉意识，
同时进行有效监督， 不能只重惩罚不重引
导。 当然， 也不能让美好的规定停留在空头
说教的层次上。 诚信记录要有明确的评价指
标和统一的标准尺度， 要对学生的诚信状况
做出客观评价， 还要通过校园舆论机制和奖
励机制， 激发大学生注重诚信拒绝失信的动
力， 进而使个人诚信记录成为大学生的第二
张“身份证” 和走向社会的通行证。

诚信是社会共有的群体伦理规范， 透过
“将诚信教育写入管理规定”， 要让大学生们
感知到： 诚信不只是美德和品质， 更是无形
的规范和声誉。

（作者系高校教师）打通产学研“梗阻”需多方联手

■别敦荣

据新华网日前报道， 我国去年共
受理发明专利92.8万件， 申请量连续
4年居世界第一。 但存在转化率低、
周期长的严峻现实， 尤其是在高校，
大量成果在实验室“沉睡”， 教师对
产业化积极性不高。 有人提出能否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打通转化
“中梗阻”， 创造一批身价千万的教
授、 研究员？ 在笔者看来， 促进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是非常必要的， 但
应当避免落入“重赏之下必有勇
夫” 的思维陷阱。

众所周知， 我国已经进入创新
驱动发展的新时代， 建设创新型国
家， 全面实现现代化是大势所趋。
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在两端： 一是
位于创新源头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提
高创新能力， 源源不断地产出高水
平的科技成果， 一是企业重视运用
科技成果创新生产方式， 提升生产
能力和水平。 因此， 在创新驱动发
展的科技技术产业链条中， 高校扮
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据统计， 截
至2014年底， 我国有效发明专利量
排名前50的高校拥有发明专利81844
项， 但高校专利转化率普遍低于
5%， 明显低于欧美国家高校。 这种
状况使我国高校科技成果在统计学
意义上非常好看， 但对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
出来。 毫无疑问， 必须打通高校科
技成果走向企业生产的通道， 提升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唯其如此，
创新驱动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解决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梗
阻” 问题， 应当加强综合治理， 动
员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各利益相关
方， 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两端的
“联姻”。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涉
及教师、 高校、 企业和政府等自然
人和法人， 各方参与“联姻” 的动
力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教师应当
转变观念， 树立服务生产与服务科
学同等重要的观念， 既要格物致知，
又要经世致用。 对科技成果， 既要
重视其科学价值， 又要重视其社会
经济价值。 高校科研要重两头， 既
要追求科技论文和专著的发表与出
版， 又要追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

化， “顶天” 与“落地” 缺一不可。
尤其是那些瞄准“双一流” 的高水平
大学， 不但要在发现和发展知识方面
做出一流成就， 而且要在促进企业生
产技术转型升级， 推动国家经济社会
转型发展方面发挥动力源的作用。 高
校要有专门机构、 专门人员负责科技
成果转化工作， 要帮助教师采取出售、
转让、 入股、 合作等多种方式与企业
合作， 将教师与企业联系起来， 有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政府可以发挥桥
梁和润滑剂的作用， 为教师、 高校与
企业“联姻” 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不
但可以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更多
税收、 用地、 管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而且还可以为科技产业开发、 企业技
术转型升级等提供更可靠的条件保障，
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吸纳高校科技成
果的积极性。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件好事，

但却不是教师和高校一厢情愿的事
情， 光有教师和高校的积极性并不能
完全解决问题。 必须通盘筹划， 协同
互动， 将政府、 企业、 高校和教师结
合起来， 建立捆绑式的互促关系， 将
好事做好， 使教师、 高校、 企业都能
从中受益。 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有多种方式和途径，
教师参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建设重大
工程和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教育教学资
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丝毫不
能忽视。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 不能简
单地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等同
于让教师从中获利， 成为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亿万富翁。 科技转化的根
本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生产水平的提
高， 在于促进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生
活水平的提高。

（作者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一周舆情榜（11.15-11.21）

（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排名 新闻事件 转载量

1
我国决定统一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

479

2
温州一女生遭同学狂扇42个耳
光 拍摄者在旁数数

237

3
五年级女孩写作文： 妈妈更爱
妹妹 她看不到我流泪

235

4
江苏幼儿园到高中必修足球
政府买保险重点扶持女足

231

5
女婴注射疫苗后死亡 涉事批
次疫苗被封存等鉴定

181

6
教育部： 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不是简单改名或挂牌

127

7
河南15岁初中生课堂上猝死
疑因学业负担重

120

8
人民日报为青年创业降温： 别
急着做“风口那头猪”

117

9
陕西教育厅： 老师有偿补课
校领导一律停职

116

10
朋友圈投票引发人际关系新焦
虑： 凭啥要帮你投？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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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给“男生免费上师范”扣帽子

■周潜之

据媒体报道， 福建省教育考试
院近日发布消息称， 今年福建省首
次实施师范男生免费教育试点， 首
批试点招生500人已入学。 因为触及
了男女平等的敏感神经， 新闻一出
立即在网上引发争议， 微博上甚至
有“抵制福建师范男生免费教育”
的专题讨论。

其实， 这条新闻早就有了， 今
年6月份， 有媒体就报道了福建开始
试点师范男生免费入学的事。 报道
上说， 从今年秋季新学年开始， 福
建省将在福建师范大学、 闽南师范
大学、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
小学师范男生免费教育试点， 在福
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泉州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展幼儿师范
男生免费教育试点。

对于教师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教育界早就有很多讨论。 目前国内
基础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
小学、 幼儿园男教师太少， 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孩子对于性别的认知，
造成男孩子阳刚气不足。 在低年级
阶段,“男生不能培养成贾宝玉” 不
仅是教育界的呼吁， 更是家长们的

普遍共识。 而通过一定的政策倾斜，
吸引更多的男生报考师范院校， 毕
业后担任小学、 幼儿园老师， 也是
教育界的强烈呼声。

就福建当地来说， 教师男女比
例不平衡问题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统计显示， 目前福建省小学专任教
师中女教师比例占61.6%， 城区小学
女教师比例更是高达83.2%， 绝大多
数幼儿园长期无男教师。 弥补不均
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政策倾斜。
也因此， 福建省通过实行免费教育、
专项公开招聘、 免试录取教育硕士
研究生、 单列计划招生等方式， 吸
引高中优秀男生就读师范专业， 从
而提高男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
不失为一个壮大男性教师队伍的可
行方案。

福建一些师范院校特招男生， 看
起来确实违背了男女生平等的原则。
在这里， 男生因为性别受到更多照
顾， 女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利似乎受到
了影响。 但我们如果换个角度来看，
在几乎所有的师范学院， 女生可是
绝对的优势群体， 无论是人数还是
学习成绩 ， 男生都处于相对劣势 。
这就像工科院校男生多一样， 是男
女生的职业预期不同等多重因素造成
的， 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因此， 在小范围适当打破一下这种均
衡， 对于整体男女生比例不会产生决
定性影响。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这项政策具有
的探索性质，“鼓励更多的男生进入小
学、 幼儿教育”， 在这一共识之下， 在
一段时间之内， 一定范围内实施政策

性倾斜， 是解决当前男教师缺乏问题
的一种技术性手段。 如果证明有效，
问题出现转机， 未来应该就会自动调
整回去， 并非是一个长期、 固定的存
在。 因此， 对于女生权利的影响也是
短期的、 有限的。

男女生性别调整是个动态的过程，
一段时间一定范围内的区别对待， 是
为了实现更大范围的平等。 因此， 对
于福建一些师范院校“特招” 男生一
事， 各界别急着上纲上线， 不由分说
就用“歧视女生” 的帽子往上扣。 我
们要看到它是教育领域的一项探索，
而这项探索本身也是为了解决教育界
另外一项不均衡。 我们要多从教育本
身找答案， 而不是先从自身观感出发
找“吐槽” 点。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励志口号
不应宣扬丛林法则

■胡欣红

“两眼一睁，开始竞争”，这是一句在学校
里常见的口号。起初，笔者觉得这句意在砥砺
精神、激发斗志的话语，虽然过于渲染竞争，
但也无伤大雅。 最近去了一所以“苦学苦教”
闻名的学校学习交流之后， 笔者才深刻体会
到这句看似寻常的口号背后隐藏的东西。

应我们的请求， 该校随机抽选了一些学
生开了一场座谈会。在交流中，学生们纷纷畅
谈自己是如何争分夺秒、勤学苦练的。当被问
到睡眠时间是否充足时，有个学生回答说，他
每天早上都会比学校规定的时间提早半小时
起床，秘诀就在于他心中充满斗志。他还讲了
一番震惊全场的话：“在我们教室前面张贴着
‘两眼一睁，开始竞争’八个字，每当我抬头看
到时，都会受到强烈的激励和鼓舞……”从这
位激情燃烧的学生身上， 笔者猛然醒悟，“两
眼一睁，开始竞争”这句合辙押韵、生动形象
的口号，其实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优胜劣
汰”丛林法则的翻版。

令人担忧的是， 与现实中那些充满“狠
劲” 的口号相比， “两眼一睁， 开始竞争”
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尤其是在高三教
室里， 类似的“励志” 标语更是令人触目惊
心： “扛得住给我扛， 扛不住给我死扛”、
“只要学不死， 就往死里学”、 “提高一分，
干掉千人”、 “不像角马一样落后， 要像野
狗一样战斗” ……

人生在世少不了竞争， 但是对青少年学
生而言， 不危害身心健康和影响日后的持久
发展应当是底线。 如果两眼一睁就争相埋首
于书山题海之中， 怎能不危害身心健康呢？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 如果只知道一心争分数， 对人生的基本
问题缺乏思考， 即便考上理想的大学， 又用
什么来支撑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呢？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福建一些师范院校特招男
生， 是教育领域的一项探索，而
这项探索本身是为了解决教育
界另外一项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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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烧”舆情背后多是真问题
■杨国营

红褐色的塑胶材料被撕扯成长
条状的不规则碎片， 横七竖八地蜷
缩在一片狼藉的操场上。 隔着电
脑、 手机屏幕抑或报纸版面， 似乎
也能让人闻到一股刺鼻的苯和苯系
物的味道。 这或许是近期最刺眼的
教育新闻图片之一： 深圳某小学的
操场上， 涉毒跑道被铲车铲掉。

与那些来得也快、 去得也快
的舆情事件相比， “毒跑道” 牢
牢占据教育焦点舆情排行榜前列，
已有数周之久。 “毒跑道” 个案
不断被曝光， 几乎形成了固定的
舆情发展模式： 先是有学生在操
场运动后身体出现不适， 家长将
怀疑的目光投向塑胶跑道， 然后
有关部门经过调查予以证实， 最
终涉毒跑道被铲除……情形大致相
似， 变换的只是地点， 江苏、 广
东、 黑龙江等多个省份接连发生。
一时间各地大有谈塑胶跑道色变之
势， 纷纷在辖区内展开大排查。

“毒跑道” 究竟是怎么出现在

学校操场上的？ 广州某报日前刊发
调查性报道， 指出现行招标模式让
专业塑胶跑道厂商难以入围， 竣工
验收流于形式， 是“毒跑道” 接连
出现的症结所在。 铺设塑胶跑道有
助于避免运动性损伤， 让学生的体
育锻炼活动更安全。 这原本是各级
各类学校体育设施建设的重要一
步， 各地也投入了大量资金， 万万
没想到却遇到了一个缺乏严格标准
和有效监管的市场， 这不是教育部
门和学校所能控制的， 它本质上是
一个社会问题， 背后有着复杂的社
会因素和利益纠葛。

近期牢牢占据教育舆情热点
排行榜前列的， 除了“毒跑道”，
还有农村教育。 上周， 多家知名
媒体刊发系列报道， 围绕“农村
教育农村娃” 展开， 探讨村小的
没落、 随迁子女入学、 农村学生
考名校等话题。 可能有人会觉得，
这些话题近年来已被各路媒体翻
来覆去报道过多遍， 可谓了无新
意———谈来谈去不还是那些么 ？
其实稍微调整一下思路就会发现

这种论调的无稽： 一直被反复提起
恰恰说明这是涉及面广、 影响力大、
关注度高并且亟待更好解决的真问
题。 “农村教育农村娃” 问题长期
被关注， 背后是广大公众尤其是农
村家长和学生对城乡教育不均衡问
题的关切， 对教育公平的渴求， 以
及对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实现社会
阶层向上流动的希冀。 不难发现，
这甚至不是单一的教育问题， 而是
关系到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深
刻社会问题， 它的传播力已不局限
于教育舆论场， 而是在整个社会舆
论场都具有巨大辐射效应。

生死之外无大事， 而少年儿童的
死往往会带给社会各界强烈的触动。
上周， 两名初中生的死震撼了无数人
的心： 南阳一名15岁初中生课堂猝
死， 鹤壁一名13岁女生被亲妈打死。
据媒体报道， 两名学生的死都和学习
压力大有关。 那名课堂猝死的学生，
前一天写作业到凌晨12点多， 每天只
睡6小时。 事发后其父发文忏悔， 责
怪自己以前给孩子过多压力， “愿天
下父母别再给孩子加压了， 还他一个

自由轻松的童年！” 而那名女生之所以
遭到母亲毒打， 据当地公安机关调查，
原因就是孩子学习不太好、 不听话，
家长采用了过激的教育方式， 导致悲
剧发生。

两起极端个案的接连发生， 无疑
让人心痛。 不少人开始重新反思个
案背后中小学生“减负” 这一沉甸
甸的命题。 各地各级教育部门近年
来多次发布“减负令”， 要求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然而这
项意在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的
政策却遭遇不少杂音， 有人认为不
现实， 有人认为没必要， 有人借题发
挥予以曲解， 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家长
联名抵制的现象。 不知道这一幕幕惨
剧的发生是否能让他们稍微清醒？ 考
个好成绩、 进个好学校、 找份好工
作， 这一切真的比孩子的身心健康
更重要吗？

焦点舆情持续发酵绝非偶然， 背
后是公众的种种教育关切。 热点舆情
“高烧” 不退如何破局？ 这是必须面对
的命题。 有问题并不可怕， 比问题本
身更可怕的是无视问题的存在和演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