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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人才”

龙门 站ee
暑假，选补习班还是大自然？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耕耘好事业，处理好生活，照顾好家庭，乐观
坚韧，豁达开朗，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想要做好
也得有两把刷子。做好了，平凡的人生也能出彩。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最近，我市启动“河洛英才计划”的新
闻登上了《人民日报》。在5年内拿出不少
于20亿元引进顶尖人才，这绝对是大手笔。

一座城市的发展，要依靠仗人才，但
是，符合条件的人毕竟凤毛麟角，他们当
然是人才，是人才中的人才，许多人也都
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这样的人——问
题是，万一成不了呢？

再过几天，我省高考录取就将拉开帷幕，
这是许多家庭期待已久的时刻。但是，有人步
入成才梦想的殿堂，也就有人与愿望擦肩而
过。失落总是难免的，天绝不会因此塌下来。

马云是不是人才？他也有过“庸常”的
人生时刻，首次高考数学考1分，第二年也
只考了19分，但他从未放弃过。诺贝尔奖
得主算不算人才？可英国人格登在中学时
曾考倒数第一，被讥讽为“科学蠢材”，老师
认为他连基本的生物知识都学不会，根本成
不了专家，但他没有消沉，终成医学大家。

什么是人才？“我交给你一件事，你做好
了；我又交给你一件事，你又做好了，这就是人
才。”在史玉柱眼中，能努力去把一件事情做
好，就是人才。其实，芸芸众生，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经天纬地之才，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
马云、格登，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在几年前，国家长期人才规划提及：到
2020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要从1.14亿增

至1.8亿。当时就曾有人打趣，1.14亿与13
亿人口相比，一成也不到，这意味着九成国
人都不是“人才”。按此来讲，洛阳目前拥有
各类人才92万人，与近700万的总人口相
比，人才比例只不过略超一成而已。

将近九成的人当不起“人才”这个称
号，而对照“河洛英才计划”引进对象的条
件，相信99.99%的人更不是这块儿料，怎
么办？咱就有理由灰心了，就可以垂头丧
气了？当然不是这样。

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了一件事。在
NBA报道领域，雅虎体育记者沃纳罗斯基被
称为“神一样的存在”，关于选秀、超级巨星签
约交易等信息，他的报道总是最及时、最准
确、最权威，影响力难有人及，他却自认为“自
己不一定就是成功人士”。为了维持人脉，他
总是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工作中，有时就算陪
孩子也不忘一直盯着手机。他经常想，在5
天后没人会记得他有没有爆出重磅消息，但
在5天后、5年后、10年后、15年后，他的孩子
依然记得自己没有陪他玩儿。

还是那个问题，啥是人才？让我说，有
用的人就是人才。当一扇窗被关上，总会
有另一扇窗被打开。耕耘好事业，处理好
生活，照顾好家庭，乐观坚韧，豁达开朗，这
些看似简单的事情，想要做好也得有两把
刷子。做好了，平凡的人生也能出彩。

教育部近日出台规定：严禁中
小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有偿补课；严
禁中小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联合
有偿补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
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有偿补课，
并公布举报电话。@洛阳晚报分
享后，网友纷纷转发。

一提到暑假补课，不少学生就
头疼；看到禁止令，好比见到救命稻
草。@姽婳伤诔七七几乎“哭诉”：
新高二求维权！让我们回家吧！拒
绝无偿补课！拒绝有偿补课！拒绝
补课！@西苑的树: 就那些知识，平
时上课讲不完、讲不好吗？

虽然学生不想补课，但多数家
长是不敢相信什么“素质教育”的，
所以即便有偿，即便价格不菲，补
习班还是有市场。@红花有意：老
师、学生、家长都在围着分数转，有
些学习不好的学生，通过假期补
课，巩固所学知识，或是笨鸟先飞，
预习下学期的内容，未尝不可。@
大爽的飞刀：高中生补一下也是好
的，但必须注重效率！

有谁思考过，为什么要放暑
假？@水泠云端替八一路甜希发
表观点：放假就是要让孩子们多接
触社会，多接触大自然，如果接着
补课的话，还不如取消寒暑假。@

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一直坚持：只
读书，不玩耍，聪明孩子要变傻。

关于有偿补课，这一禁止令能
有多大作用？@野风咚咚锵: 有
偿补课这事儿讨论不止一两年了，
市教育局也一直有举报电话，但有
偿补课现象何时消失过？早有专
家提出，要真正解决问题，必须明
确有偿补课的法律界线，并适当提
高教师待遇。只公布举报电话，象
征性地罚罚，担心作用不大。@郑
峰超认为：明令禁止有偿补课，那
无偿补课呢？我觉得这个政策所
对准的是“有偿”和“无偿”，并没有
真正把孩子放在中心。

这个暑假怎么过？@盈睿宝
贝：暑假去孩子奶奶家。补习班？
想去也没有。不错，可以带着法布
尔的《昆虫记》去亲密接触大自然
了。你呢？是否愿意帮孩子过一
个更有意义的暑假？（杨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