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自己最优秀的博士生
放弃科研，选择去当中学教师，这让66岁
的中科院数学所教授程代展一夜无眠。
而在有同样经历、从中科院物理所博士毕
业转而做科研管理的吴宝俊看来，一些年
轻人逃离科研的原因，是身体、精神、理想
三方面的过度透支与家庭、社会、自身的
多重压力。（11月23日人民网）

老谭：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
坚定不移。搞科研需要时间的积淀，否

则难出成果。暂时的寂寞是为了更大
的成就。

小洛：沉寂多年后抖出旷世成就的
人确实有，但是苦苦钻研一辈子，也没出
成绩的人更不在少数。这些人坐了多年
的“冷板凳”，有的自怨自艾，有的甚至沦
为瞎混的“学术油子”。

老谭：哪个行业不是这样？想要成
功，就必须默默地努力。

小洛：一方面是科研的枯燥和疲惫，
另一方面是高薪工作的诱惑，放弃科研
很正常。

老谭：搞科研和搞教育一样，都是前
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人人都抱着“良
禽择木而栖”的态度，科学还有什么未
来？如果我们的科学前辈都跟你想的一
样，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电为何物，还靠点

煤油灯过日子。
小洛：科研目前也是一种职业，同其

他谋生手段并无两样。假如父母要靠你
养老，兄弟姐妹要靠你支援，而你读到博
士还没能改善家人的生活，你咋想？

老谭：科研这么一个神圣的有创造
性的行业，真是应有更好的保障。假如
大环境让年轻的科研人员选择逃离，那
就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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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也能情同母女
□朱慧松

【新闻背景】儿媳好不好，婆婆最清
楚。婆婆评判儿媳好坏的标准，就是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些事儿不一定感天
动地，却能温暖婆婆们的心。最近，72岁
的贾秀兰在一场大病后，最大的心愿就
是在晚报上夸夸她的儿媳们。（见昨日本
报A13版报道）

婆媳相处难是一大社会现象，以此
为题材的影视剧往往收视率很高。

婆媳为何难相处？很多情况下并非某
一方的责任。不少矛盾的导火索不过是鸡
毛蒜皮的小事，就因为双方不能换位思考、
相互理解，锱铢必较导致矛盾不断升级。

贾秀兰老人和儿媳们和睦相处的故
事让人十分羡慕，我们也应从中得到一
些启发。

儿媳们把婆婆当成亲妈孝顺，让老
人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老人生病后，
儿媳们更是给予其无微不至的关爱。这
样的媳妇，婆婆能不喜欢吗？同时，婆婆

也想方设法为儿媳减轻负担，找着机会
就夸儿媳，婆媳关系当然就亲密融洽了。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在婆媳关
系上同样如此。个中秘诀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以心换心，对对方的小毛病不要
太较真，给予对方细致入微的关爱。万
一遇到矛盾，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
问题。而男主人在中间也能起到润滑剂
的作用，不传坏话只传好话，把矛盾化解
在萌芽状态。这样一来，婆媳能情同母
女，家庭会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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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洛观点

寂寞是为
了厚积薄发，走
了可惜

老谭观点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近日，在湖南省凤凰县
支教的志愿者小梁发微博称，国家拨款3
元的营养午餐，到孩子手上就是一盒牛
奶、一片面包。小梁说，面包直径6厘米，
厚1.5厘米，孩子根本吃不饱。（11月26
日新华网）

“从孩子嘴里掏食”的事情，过去也
屡有发生。国家推行“营养午餐”计划，
一年补贴160多亿元。这笔花销，公示不
可少，监督不能缺。

落实“营养午餐”计划，绕不过去两
个问题：其一，价格谁说了算？若由供应
商说了算，就很可能出现差价的空子，

“营养午餐”难免被捞油水；其二，谁来监
管？如何监管？

有人算过一笔账：凤凰县超过3万名
学生享受“营养午餐”，实际午餐仅价值
1.9 元，按每生每天补贴 3 元、一年补贴
200天计算，该利益链产生的“利润”超过
660万元。

如何避免监管者被拉拢腐蚀成为利益
链上的一环？不妨引入社会各界的监督力

量，增加计划执行的透明度，让“营养午餐”
的供货渠道等明明白白地摊在太阳底下。

此外，对于徇私舞弊者，应加大处罚
力度。“责令整改”远远不够，违法成本低
正是其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

要让“3元钱”落实到处，还要避免食
谱一刀切。3元钱能买一块巧克力，能买
一堆馒头，也能买几种蔬菜。各地的生
活水平、儿童健康状况有别，“营养午餐”
要因地制宜，让孩子们既吃得饱，又吃得
好。建好食堂，让孩子们多吃热乎乎的
饭菜，这才让人放心。

谁动了孩子们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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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假牙谁来管

□尔东/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据媒体调查，北京通州
某假牙生产厂家回收金属残料再利用，
技工普遍用鞋油涂抹假牙钢托以达增亮
效果，且该厂证照不全。该厂生产的假
牙被销往十几家中小医院及牙科诊所。
一颗成本几十元的假牙，以百余元卖入
医疗机构后，再对患者的报价高达数千
元。（11月26日《新京报》）

假牙属于二类医疗器械，又要进入
人的口腔，按理对其生产、流通、使用应
当有严格的监管：

生产，需要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
可证、口腔义齿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书；销售，需要有完备的验收标准；使用，
除了要看质量，还应接受相关主管部门
监督。

这层层监督力量哪里去了？
相关行业标准的缺失，对黑工厂、黑

诊所、黑牙医等的纵容，都是劣质假牙泛

滥的原因。对百姓健康的漠视和懒政思
维导致的监管无力，是痼疾难除的根本
原因。顺藤摸瓜、层层追究的办法，百姓

知道，监管者也该知道。只要改变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假假牙”的问题
就不再是问题。

□佘宗明

【新闻背景】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近
日表示，将督促京沪粤等地落实异地高考
方案。他此前称，异地高考问题的主要矛
盾集中在京沪粤，其他省份问题不是很
大。（11月26日《新京报》）

异地高考，作为与教育公平攸关的制
度设计，屡被提上公共议程。放开异地高
考，今已迎来“破冰”密集期，不少地方正
释放出积极信号。

前不久，黑龙江省率先公布了异地高
考方案，明确异地考生须满足有该省高中
学籍、考生父母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含租
赁）等条件。日前，安徽省公开征集意见，

“皖版方案”门槛再降低，考生只需在该省
有完整的三年学籍，就能享受同等录取政
策。山东、福建等地也蠢蠢欲动。

作为人口流入较集中、频繁的京沪
粤，显然承受着更复杂的考验。它们能否
先行，既关系众多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权
益，也将为全局性推进提供参照。

教育部明确表示，将督促京沪粤落
实异地高考方案，无疑是着眼于其前沿
位势。但从目前来看，三地尚未披露具
体规则。

毕竟，异地高考牵涉利益再分配，不
可能是“无痛”的。随迁子女获得就近高
考机会，将挤占流入地资源，难免会激起
一些人的抵触情绪。这也是异地高考频
频难产的原因所在。

异地高考“开闸”固然好，但如果“无
门槛”“零限制”，势必会引发担忧：它或将
造成高考移民潮，加剧教育资源向流入地
集中，固化“地域不公”的态势。如何界定
门槛，在预防投机和打破藩篱之间找到平
衡，考验着制度设计的灵活性。基于此，

“不完全放开”，“有条件准入”，完善学籍
管理，规范对考生报考资格的审查，也就
成了不二对策。

高考生迁徙，与“资源水位差”撇不清
干系。若是资源配置均衡，升学机会均
等，投机式考生也就不存在。因而从长远
来看，促进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补齐投入短板，实现教育服务均等化，增
进教育公平，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异地高考的着地，需要多方利
益的磨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说到的“教
育改革既要考虑改革力度，又要考虑群众
的可接受度，循序渐进”，用在异地高考政
策的践履上，就是要合理权衡，考虑现实
语境，把握好改革分寸，允许“改革缓冲”，
有序推进。

教育公平，不止是对“冲破掣肘”的纸
面推演，还包括程序正义：对改革中的利
益牵扯、价值冲突，当通盘梳理；在兑现

“补偿正义”的过程中，也要兼听各方诉
求，减少阻力。

异地高考，先有“破冰”，才有路径选
择和力度拿捏。因此，在酝酿成熟的时机
下，尽早“开闸”，对接民众期望，才能让教
育的船只更快地抵达公平的彼岸。

异地高考：
话题纵使疲劳
“开闸”也须重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