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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志愿到底该看重啥

■微论撷英

高招填报志愿在即，晚报很
贴心，连日刊发稿件，从多个方面
提醒考生和家长：掌握操作流程，
摸清填报志愿的模式特点，注意
避免扎堆选报学校、专业……

对于正在准备填报志愿的考
生来说，这些技术性的问题固然
不能出错，但更让他们费心的是：
进了大学，我到底要学什么？这
个时候，不少家长也在操心：如果
选专业的大事由不谙世事的孩子
做主，能行吗？

考生和家长的争论不可避
免。家长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考虑
问题较全面、长远，在孩子选择专
业这个问题上当然有发言权。不
过，家长真的不妨考虑一下市招办
主任秦军民今天在晚报上的提醒：

“选报志愿，把兴趣、特长、志向放
在第一位。”

举个例子，在不少家长的考
虑中，选专业这事，考生的“兴趣”
是靠不住的，特别是跟“好不好就
业”“是不是实用”相比。比如，孩
子喜欢中文、历史，家长便会忧心
忡忡——学这些东西，除了当教
师（况且还不一定能当上），还能
干啥？以后能有啥发展？

且不论这样的想法是否合理，
不妨先看一下现在高等教育的状况。

现在的大学，早不是过去的
大学。以前拿个本科文凭，基本
就是“国家干部”了，最起码也充
分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专业人
才。如今大学扩招得厉害，谁也
不会认为你拿个文凭就如何如何
了。比如，相比中文、历史等专业，
法律、管理等专业似乎要实用得
多，但法律专业的学生都能如愿成
为检察官、法官、公务员吗？工作
经验等各种需要“拼”的东西，都是
横亘在梦想路上的拦路虎。同理，
选择学管理，除了有家族企业可继
承，仅凭本科文凭能让你进入企
业的管理层吗？就是想在毕业后
做生意，搞不好学习文史专业造
就的对人、事、情的感知力、理解
力、分析力，会更有用一些。

是的，如今的市场变化太快
了，现在看来很吃香的专业，谁知
道数年后是什么样呢？

说到底，不妨更多地把大学
教育看成通才教育，上什么专业，
多考虑一下学什么能更好地训练
具有分析能力的头脑，学什么能
增长见识，学什么能有利于增强

基本素质、开阔视野。
毕竟，大学不是加工厂，它培

养的是活生生的人。大学毕业，
人生才刚刚开始，肯定不该、也不
能仅仅守着自己当初所学的专
业，而非创造性地去掌握一些自
己未接触过的东西。假如一个孩
子被困在一个自己不喜欢、没有
兴趣的专业中几年，很可能就白
白错失了塑造独特人格、培养自
己人生理想和社会使命感的机
会，继而难以找到为实现这些理
想而奋斗的力量、路径。

说了这么多，也许家长并不
认可：你说的是理想状态，指望孩
子在几年的大学生涯中找到自己
的归属，还不如踏实地学门吃饭
手艺。

这话我不反驳，只是想在这
里提醒一些正在焦虑中的考生和
家长：选专业，在依据主观、客观
各种因素通盘考虑时，“兴趣”应
当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重点
考虑。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就像找
对象，虽然大家都考虑得越来越
复杂了，但有一条标准总是不会
错，那就是——喜欢不喜欢。

这样空着也好，大家可以欣赏用。
——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调整后高铁、动车占到一半以上。对于高铁上座率不高
是否算资源浪费的问题，有着“高铁代言人”之称的王梦
恕认为，上座率低不见得是坏事儿

她这次出名喽，肯定能转正了。
——湖北潜江人质劫持案中，秦开美老师当了40分

钟人质稳住劫持者，最终52名小学生获救。她教学出
色，但身为代课教师26年，两次被清退，后因缺人又被召
回。提到秦老师，邻居都为她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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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有话

若是在涧西区能办的事非要跑到瀍河回族区，在
西工区能办的事非要跑到高新区，其折腾是不言自明
的。市国税局对五类涉税事项实行“同城通办”，在市区
7个分局任一服务厅都能办，如此便民措施值得点赞。

点赞，赞的是意识和作风，而非一时一事。与市
民打交道的部门不少，与百姓相关的事项很多，未必
都能“同城通办”，就像出了交通事故，“通办”就不合
适，还是得到辖区交管部门。但只要把自己的本分
想通了，想让大家少跑路、少麻烦，想办事、真办事、
快办事，就算没有“同城通办”，就算没有“上门办
事”，也一定会得到好评。

意识有了办法就有了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