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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惜败，引发全网关注。
在 7 月 29 日进行的巴黎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

赛中，由邹敬园、张博恒、刘洋、肖若腾、苏炜德组成的
中国队，在前五项积累了 3 分多的巨大优势。 正当人
人都觉得夺金已如探囊取物时， 不料最后一项单杠
上，替补出场的苏炜德两次掉杠，最终被日本队反超，
以 0.532 分之差遗憾摘银，“苏炜德赛后道歉”等话题
旋即冲上热搜。

连续两次重大失误，让累积的大幅领先优势瞬间
清空，即便最后出场的张博恒拿到高分，也已无力回
天。竞技体育的残酷一面由此可见：没那么多空间“容
错”，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结果如何。

这种大起大落， 似曾相识。 2019 年的男篮世界
杯，因发球失误，中国男篮葬送好局，失去直通东京奥
运会的资格；就在几天前的女篮小组赛首战，中国队
最后 25 秒领先 5 分，关键时刻却多次犯错，被对手生
生拖进加时，最终吞下失利苦果……

常言道，胜败乃兵家常事。细究起来，所谓的“败”
也分为很多种。有的即便技不如人，也要“打光最后一
颗子弹”，可称得上虽败犹荣；有的离胜利只有一步之
遥，却天不遂人愿，让人感叹时也运也。 两相比较，人
们更容易接受前一种，这并不难理解。

公允地说， 许多人为体操男团惜败感到遗憾，并
非单纯出于“唯金牌论”。 比如，这是老将肖若腾的最
后一届奥运会，为了圆梦他不惜打了封闭针，拼到胳
膊渗血，却以这种方式饮恨巴黎，难免让人心疼。但如
果对为国争光的运动员过分苛责，甚至变成了针对某
个人的网暴，也谈不上真正的爱护。

没有人比运动员更想赢，但竞技体育总是充满变
数。它不仅关乎技术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抗压能力
的较量。 一些知名运动员也难免出现失误，甚至是非
常离奇的低级失误。 最著名的例子，恐怕就是美国射
击名将马修·埃蒙斯了———连续四届奥运会， 连续在
最后一枪功亏一篑，错失两金一银，他的故事似乎足
够“悲情”，但他始终不言放弃，多年保持在高水平行
列，又何尝不值得尊敬。

笔者注意到，早在几天前就有网友担心：替补队
员能否快速适应、发挥出应有水平。如今，一味放大苏
炜德的比赛失误，未免有些不讲情面。换个角度看，从
逆境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或许也是成长的必经之
路。 一块银牌虽不完美，但也凝聚着无数汗水与坚持，同样闪闪发光。

值得欣慰的是，中国队的选手们并没有把失利归咎于个人。 队长张
博恒就表示，“比赛失败肯定不是因为哪个人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在决
赛中有疏忽，或者心态上没有及时地舒缓。”正所谓“赢了一起狂，输了一
起扛”，一起直面困境，共同解决问题，也是体育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某种意义上，赛场正是人生的缩影。 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
旦所说，“人生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凯旋，而是奋力拼搏。”无论如何，一
切都得向前看。接下来，中国体操男队的五人都还有单项任务，希望他们
赛出自信，赛出水平，不负拼搏，不留遗憾。

乡村美育不妨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段 鹏

当下， “美育” 成为社会热词。 美育， 即关于美的教育。 它不同
于单纯的艺术技能教育， 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美感教育， 旨在通过音
乐、 美术、 舞蹈、 戏剧等多样化的艺术形式， 培养人对美的感知、 欣
赏、 表达与创造能力。 学校是美育的重要阵地。 在乡村， 学校不仅承
担着孩子们的美育任务， 还肩负着引领乡村美育的重任。

由于城乡教育的客观差距， 一些乡村学校不具有城里学校那样的
硬件条件， 比如没有音乐教室、 画室， 缺少钢琴等乐器以及画架等绘
画工具， 无法像城里的学校那样上音乐课、 美术课。 因此， 有人认为
这样的乡村学校不具备开展美育的条件。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首先，
美育并不等同于艺术教育； 其次， 无论艺术教育还是美育， 方式都是
多样的， 不存在固定模式。 照搬照抄城里学校的美育方式， 既不可取
也不可行。 因此， 笔者认为， 乡村学校开展美育不妨 “因地制宜、 就
地取材”。

所谓 “因地制宜”， 即乡村美育应该植根于乡土， 不必舍近求远。
一味地向城市看齐， 不仅会丢掉自身特色， 还会带来焦虑。 比如， 从
美术角度看， 乡村地区往往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 文化传统、 民俗风
情， 这些都是孩子们在绘画上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素材。 农村地区
的一花一草、 一村一舍， 还有相关节日、 民俗， 在孩子们的画笔下，
都可以展现出无限的审美意趣。 在美育上因地制宜， 乡村学校的老师
要鼓励孩子们积极学习和传承当地的民间艺术， 如剪纸、 泥塑、 编织
等， 这不仅能够丰富孩子们的艺术体验， 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文
化。

所谓 “就地取材”， 指美育工作要弱化对固定工具和材料的依赖，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利用简单易得的乡土材料进行教学。 比如在美
术课上， 不一定非要使用画笔进行创作， 树枝、 植物叶子、 石头、 泥
巴、 麦秸秆、 废旧纸箱等都是可以用来创作的材料。 用这些材料创作
的作品， 虽然 “土味” 十足， 但可以让孩子们获得更加丰富多元的艺
术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样做更有利于让孩子们绕过 “技术”
的门槛而直达艺术表达的本真。

举个小例子。2018 年夏，笔者带领一支志愿者团队来到贵州丹寨县
雅灰乡希望小学参加美育夏令营。 我们用两天时间走街串巷，了解当地
布依族和苗族的文化、风物、民俗等，接着老师们带着学生用快递包装
纸箱做“古瓢琴”，用纸卷做“芦笙”，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做“鸟笼”艺术装
置……学生们就地取材，通过自己的双手，将那些材料变成一件件富有
艺术形式美感且有人文意趣的作品。 我们团队当时作了一项乡村美育
调研，93.2%的学生表示这种创作“很另类，但新鲜、有趣、好玩儿”，78%
的学生家长非常认可这种“非正式”的艺术创作，认为其“有助于孩子认
识自己的家乡”。 调研结果出人意料，它启示我们乡村美育完全可以通
过因地制宜、拓展思路而创造更多可能性。

秉持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原则， 既可以确保每个乡村的孩子
都有公平地接受美育的机会， 又可以以美育浸润乡土， 让乡土文化得
到传承。 近日， 笔者在第二届乡村儿童艺术嘉年华上观看了 “乡村艺
课” 青少年创意设计 （装置） 展， 该展览的全部作品都是乡村学校的
师生从乡村文化资源中取材创作。 其中， 一件名为 《绮梦》 的作品让
人印象深刻。 作品的创作者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风平
镇腊掌村中心小学的学生。 这所学校平时开设特色傣族竹编课程， 孩
子们运用从民间竹编艺人那里学到的编织技艺， 并融入自己丰富的想
象力， 创作了这件作品。 他们没有想到这样一件 “土味” 十足的作品
登上了全国性的舞台， 还获得了业界专家的高度赞赏。 孩子们通过这
样的创作， 不仅激发了创意， 接受了美的教育， 更重要的是让当地古
老的民间工艺美术得到传承和发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不是凑合将就， 而
是一种 “化平凡为神奇” 的教育智慧， 也是一种为了让乡村万千儿童
能够公平接受美育而进行的积极探索。 由于城乡教育环境和教育条件
存在很大差异， 二者的美育方式应朝着适合自身的方向探索。 城乡美
育方式不同， 但不存在孰优孰劣。 不同的美育方式， 应 “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 相互促进， 互为补充， 共同为新时代美育事业贡献力量。

为青年人才闯“无人区”铺路搭桥
袁文良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
定》 （以下简称 《决定 》） 日前公
布。 《决定》 强调要 “健全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 而
发展新质生产力， 青年科技人才是
重要依托， 因而需要一大批拔尖创
新人才。 正因为如此， 《决定》 明
确要求各地要 “完善青年创新人才
发现、 选拔、 培养机制， 更好保障
青年科技人才待遇”。

我们都知道， 新质生产力是创
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
力， 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
特征。 发展新质生产力， 不会一帆
风顺， 发展路上会遇到各种矛盾和
风险挑战， 会出现各式各样的 “无
人区”。 广大的创新型青年科技人
才， 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希望所在， 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希望所在， 更是探索 “无人区” 的
主力。 因此， 各地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中， 要理解和
把握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体制机制” 的根本要求， 围绕国
家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宏伟战
略， 加速青年人才创新政策的推陈
出新， 破除束缚青年人才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 让更多的青年人才敢
闯 “无人区 ”， 并在 “无人区 ” 履
行新使命、 谱写新篇章， 真正在全
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征程上展现担当和作为。

一是要完善选拔标准， 破除人
才选拔的陈旧资历观念。 各级党委
政府尤其是组织人事部门在青年人
才选拔使用中， 要改变陈旧的资历
观念 ， 扭转 “唯名校 ” “唯学历 ”
“唯论文” “唯帽子” 的错误导向，
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 “门
槛 ” 及障碍 ， 并科学设置选用标

准 ， 突出品德 、 能力 、 业绩的评
价， 建立起以创新能力、 质量、 实
效、 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和
激励机制， 做到选贤任能， 敢为人
才松绑， 真正把优秀青年人才用到
“无人区” 的工作岗位上。

二是要加大培养力度， 让青年
人才脱颖而出。 对待青年人才， 不
但要大胆地将其引进， 还要为其做
好针对性培训，敢于给他们交任务、
压担子，让他们到“无人区”去闯荡，
从而最大程度地激发其创新创造潜
能。 对他们在“无人区”工作中出现
的失误、创新中遇到的挫折、探索中
遭遇的失败，要宽容理解，并帮他们
分析原因，找到解决办法，尽快使他
们抛下失误的包袱， 走出失败的阴
影。 同时，要把“创新能力”纳入对青
年人才的日常考评和年度考核 ，真
正使青年人才在“无人区”充分发挥
聪明才智。

三是要创新保障机制， 为青年
创新人才发展铺路 。 青年人才在
“无人区 ” 创新工作 ， 离不开经费
的支持 ， 因而各地要建立全方位 、
多层次、 宽领域的青年创新人才投
入机制， 把培育青年人才 “创新能
力 ” 所需的机器设备 、 活动组织 、
科学研究等费用， 作为重点投入保
障到位。 同时， 要从根本上解决其
待遇 、 住房 、 医疗及家属随迁落
户 、 子女入托入学等基本生活问
题， 减少其后顾之忧， 真正为他们
全身心地在 “无人区” 创新创业铺
好路、 搭好桥。

作为青年人才， 要认识到创新
不能喊在口号上， 也不能停留在嘴
巴上， 只有下硬功夫、 笨功夫， 坚
持不走捷径 ， 敢啃 “硬骨头 ”， 愿
攻 “硬堡垒 ” ， 才能在 “无人区 ”
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创造出重要的
原创性、 颠覆性成果。

关于“人工智能问题”之问题
袁 毅

人工智能广泛地应用， 我们的
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 俯瞰人类文
明之发展进程 ， 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

不可否认， 当下人工智能正呈
现出迅雷不及掩耳的发展之势 ，智
能家政、智能学习、智能炒股、智能
驾驶，轮番上演，就连各国军事建设
也一度披上“智能化”外衣，其强大
的影响力实在令人大开眼界又慨叹
不已。 然而， 在领略其神奇魅力之
后，许多人盲目将其推上神坛，却始
终没弄清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人工
智能”问题的本质究竟是何问题？

从适应世界以求生存， 到改造
世界以谋发展， 人类之所以生生不
息、 不断进步， 正在于具有不断思

考和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 然
而， 前浪衰而后浪至， 老树枯而新
树发。 我们须知， “道生一， 一生
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问题”
本身的生成是永无止境的 ， 一个
“老问题” 的消亡势必伴随一个甚
至多个 “新问题” 的萌生 。 譬如 ，
为了提高行进速度， 人们发明了轮
子 ， 进而又发明马车 、 汽车和高
铁。 尽管 “速度” 的问题解决了 ，
但不容回避的道路修建 、 交通管
理、 安全保障以及生态保护等一系
列新问题也接踵而至。

凡事兼具两面性， 谁又敢说人
工智能在解决许多 “老问题” 的同
时不会面临一系列 “新问题” 呢？

朗朗乾坤 ， 浩瀚日月 ， “问

题” 的本源是什么？ 当然是人。
不夸张地说 ， 从最初适应自

然、 利用自然， 到现在永无止境地
探索宇宙，一路走来，人类制造的问
题远远高于已经解决的问题。 环境
恶化、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甚至是
物种灭绝，无数事实足以说明，更多
“问题” 并非来自先天之客观存在，
实则缘于后天之人为因素。

人类研发人工智能的目的当然
是为了更好解决问题， 但 “人工智
能” 一词顾名思义， 首要条件在于
“人工”， 其本质与文明进程中的一
把石斧、一只轮子相差无几。 尽管凭
借高科技力量，它看似已达到，甚至
超越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却永
远无法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 永远

无法具备“人”的独立之思想力和伟
大之创造力。 简言之，人工智能尽管
能代替人解决许多问题， 却永远控
制不了源源不断的新问题的生成 。
因为，那是人的问题。

某种意义上说， 人类解决 “问
题” 是为了进步， 有意或无意制造
出许多 “问题”， 其初衷也是为了
谋求进步。 面对这一个又一个 “问
题”， 归根结底要靠 “人” 来解决，
而非 “人工智能”。

人类不怕 “问题 ”， 中国人尤
其不怕 “问题”。

祸福相依， 有 “问题” 才有进
步的可能与空间， 如若世界果真没
有了 “问题”， 恐怕才是人类面临
的最大问题。

尊重高分考生读职校
于忠宁

据 7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 报道， 近日， 浙
江杭州考生陈雨萱以高考 602 分 （超过一段线 110
分） 的成绩去了一所职业技术大学， 该消息引发热
议， 不少人认为这是对高分的 “浪费”。 做出这样
的选择， 陈雨萱的理由很简单： “就业率让人心
动” “毕业去向比较喜欢”。

近年来， 类似新闻并不鲜见。 从北大学生转学
读技校， 到不少高分考生弃本科读职校等， 人们对
此的看法也由以前的惊诧、 惋惜， 逐渐转变为理解
与支持。 这说明公众正在扭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
误解， 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以学历论英雄， 而是摘下
有色眼镜， 看到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广阔前景， 认
可走技能成才之路同样具有含金量、 吸引力。

高分考生选择职业院校， 看似 “高分低就” 的
背后， 是他们看到了职业教育在培养高技能人才方
面的优势。 高分学生选择的职业院校， 往往具有鲜
明的办学特色， 与产业合作互动密切， 就业前景良
好， 在招生吸引力上不低于一些普通本科院校。

比如陈雨萱选择的这所职业技术大学， 毕业生
就业率高达 98%， 不少人还入职了优质企事业单
位。 而今年开设的轨道交通、 电气、 机械等热门专
业， 在浙江招生投档都是一次性满额。 此外， 深圳
某职业技术大学此前还是高职院校时， 招生分数线
就高出广东省本科线数十分。 近年来， 该校联合企
业共建 18 个特色产业学院， 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学校于 2023 年 6 月升格为职业本科大学 。 可见 ，
职业院校只要对接产业， 办出特色， 实现高质量教
学发展， 就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育人育才道路，
就能提升自身作为职业学校的社会美誉度， 吸引更
多优秀学子， 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高分考生读职校的现象， 不仅折射出职业教育
办学质量正在稳步提升， 也反映了职业教育的地位
在不断提高。 近年来， 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旨
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 职业教育法首次
明确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
教育类型”， 并明确职校生在升学、 就业、 职业发
展等方面享有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平等的权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 “加快构建职普融通、 产
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这不仅是对职业教育地
位的再次肯定， 也是对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
引。

具体到实践层面， 我国在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
上作了诸多探索， 确定一批重点特色、 示范性院
校， 建设职业大学， 推进产教融合等， 旨在打破职
校生学历 “天花板 ”， 搭建技能人才成长 “立交
桥”。 如今， 职业教育发展势头正盛， 在社会中扮
演着越来越不可或缺的角色， 为青年学子提供了更
丰富、 多元的人生选择。 可以预见， 随着更多优质
生源的涌入， 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会进一步提
升， 会助推职业教育不断迈上新台阶。

教育没有高低之分， 只有类型之别。 我们乐见
更多青年学子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个人志向规划人
生航向， 选择职业教育走技能成才之路， 也期待职业
教育抓住契机， 乘势而上， 办出特色， 为年轻人提供
多样化的成才路径， 提供更为广阔的人生选择。

让“诗歌”和“远方”实现更舒展的“遇见”
樊树林

三星堆文物北京展“人山人海”，山西博物院
预约火爆，成都游客冒雨排队看太阳神鸟，苏州
博物馆加场夜游活动……暑假以来，持续高涨的
文博热成为一道靓丽的旅游风景线。国家文物局
不久前发布通知， 提倡博物馆适当延长开放时
间、“非必要不预约”。 首都博物馆、北京天文馆、
三星堆博物馆、湖南博物院等多地博物馆纷纷延
时开放，并通过开设夜游、沉浸游、体验游等多种
形式，让游客更便利、更直观地感受中华文化魅
力。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社会公众对
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追寻与认同不断强化，“到博物馆
去寻根”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尤其是暑
期到来， 很多博物馆成为热门目的地和打卡点，
不少家长都将博物馆作为亲子活动的重要场景，
而以文化、历史为标识的文博场馆、历史文化名
城成为广大游客的“必选项”。

对文明的殿堂的博物馆“向之往之”，对承载
无数历史文化信息的城市“凭之吊之”，对国风体
验、非遗展演“念兹在兹”……在“一条运河千里
长，运河两岸是故乡”的歌声中打捞悠远的乡愁
记忆； 在苏州博物馆的 “拙政问雅·夜苏博 Plus
版”夜游活动中享受古典园林与现代建筑的融合
之美； 在 “重返三星堆———古蜀王国奇幻之旅
VR 沉浸式体验展”里穿越回 3000 多年前的三星
堆古国；在土家草龙舞、土家茅古斯舞、白族仗鼓
舞间欣赏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大餐”……国风
体验、非遗展演、博物馆游等“传统文化热”带动
了暑期“文博热”，让夏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文

旅融合可谓“热辣滚烫”“风情万种”。
“传统文化热”带动暑期“文博热”引领了新

的文化趋势，让人看到了文化拥抱生活的诗意盎
然，而“用文化丰富旅游内涵，以旅游带动文化传
播”也被各地文旅部门“奉为圭臬”。

数据显示， 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已从 2012
年的 3866 家增至 2023 年的 6833 家；我国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非遗名录； 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42
座、传统村落 8155 个、历史文化街区 1274 片……
无论是博物馆、还是非遗项目，抑或历史名城，都
是文脉的延续，都是当下文旅融合的载体，也是
社会公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意象”。

让文化和旅游实现更舒展的“遇见”，让“诗
歌”和“远方”实现美好的“邂逅”，以满足社会公
众高品质精神文化的诉求， 依然需要 “火上加
薪”。 各地需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为大众提
供真正有价值的看点，尤其是在打造历史文化精
品旅游路线时， 必须注重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唯
一性，切勿陷入“千人一面”的窠臼。 大力发展旅
游演艺、非遗旅游、博物馆旅游、考古旅游，打造
拓展 “文旅+康养”“文旅+教育”“文旅+工业”等
融合模式，在此基础上 ，善用 、活用现代传媒技
术，讲好属于自己故事的精彩；在文创产品研发、
跨界联名方面多下功夫，让历史文化资源物尽其
用。 各地需要珍视当下文博热的热情和向往，在
假期和国庆、五一、春节等期间调整预约参观政
策，采取分时段预约、动态投放门票、适当延长开
放时间、增加预约名额等方式，更好满足人们需
求，让优质公共文化惠及更多公众！

新职业“入编”！
7 月 31 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发布：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

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19 个新职业，以及直播招聘师等 28 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新华社 发 徐 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