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源基地”，利弊几何？

龙门 站ee
在洛河边踢足球
想想就很美

近日，一则名为“我市洛阳高中
成为中国美术学院生源培育基地”的
消息引起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注意。
晚报记者调查后得知，消息里的“洛
阳高中”其实在江苏省常州市。

“洛阳高中”不在洛阳，这不稀
奇。全国各地，洛阳桥、洛阳路、洛阳
街、洛阳镇……以“洛阳”为名之所多
矣！然而，这则消息让不少之前激动
不已的家长和学生感到有些失落。

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所谓
的“生源基地”，对多数中学、中学
生，真的是好事吗？

所谓的生源培训基地或优质生
源基地，是指该中学常年为某些高
校输送毕业生。具体来讲，这是高
中与高校间的一种对接渠道：通过
投放自主招生校荐名额、高校教授
到高中免费授课等方式，高中在升
学率、名声方面有所收获，高校则获
得高分学生，可谓“双赢”。

问题在于，这种看似互利的合
作模式，实际上是“圈地掐尖”。高
校将“生源基地”的牌子挂在高中，
就相当于将该高中划入了自己的

“势力范围”，将优质学生先放入囊
中。对高校而言自然有好处：其一，
日后和其他学校“抢生源”时可占得
先机，毕竟早下功夫比临阵磨枪要
好得多；其二，教育部针对恶性抢夺
生源等现象连颁严令，明确规定若
干个“不得”——公然违规不行，但
打个擦边球总是可以的。于是乎，

“生源基地”的牌子越挂越多，甚至
有了向初中蔓延的趋势。

学校挂上“生源基地”的牌子，
对多数学生来说，想尝到真正的实
惠挺难。校荐名额就那么多，“潜规
则”之类的先不谈，普通学生恐怕只
能“望名额兴叹”。换句话说，这些
名额本就是为尖子生提供的保险措
施。那么，既然尖子生们本就拥有

考取名校的实力，将宝贵的名额放
在他们身上，意义有多大呢？

另一方面，这样的行为对普通
高校和普通高中显得不公：优质生
源被“预定”，普通高校可挑选的余
地自然小了；挂牌行为也挤压了普
通高中的发展空间，学生和师资力
量都往挂了牌的高中去，进一步加
剧了校际发展的不均衡——对普通
高中里的学生们来说，“咸鱼翻身”
的可能性更低了。

话说回来，“生源基地”究竟利弊
几何，争论至今未止，但教育是普惠
性的事业，对任何意在“掐尖”的制
度、政策，都需要防止其对公平、公正
可能产生的危害。虽然“洛阳高中”
不在洛阳，但我市一些教学质量较好
的高中，也是不少高校的“生源基
地”。如何用好这些牌子，让更多学
子公平地受惠于它们，为洛阳教育带
来正能量而非负能量，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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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暴走；可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踢五人制足球；有停车场、零售店、健身器
材……洛浦公园南堤体育休闲片区将于今
年年底免费开放。这可真是个好消息！看
了晚报的报道，大家纷纷叫好。

这个消息年初传过，当时网友们就很
激动。@l-z50 兴奋：在河边打球太浪漫
啦！@ccz运动健将开玩笑：球容易掉河里。

真能在洛河边上打篮球、踢足球了，约
不约？@洛城小导还没看仔细就激动地
问：免费的，还是收费的？@洛阳城事长颍
汽修足球队看了立即@小伙伴们：有福
了！@清风梨花喜不自禁：每周六早上我
们都会在朋友圈里互相召唤，相约逛洛浦，
只是到得晚，一些设施已经有人了。所以，
又有场地太好了！

在南岸建个这么大的体育休闲片区，
@鹰之翼2013心理不平衡：北堤咋办？虽
然大家都和@huanghelong 一样希望“再多
建一些会更好”，但毕竟场地有限。其实，
何必强求大小？让人们能够就近使用更重
要。@白文乐就认为：健身园应分散建
设。@清风梨花表示期待：最近涧河也在
治理，同乐湖初见芳容，希望这里也能建设
体育场地，安装健身设备。

十一开工，年底竣工，目前正在加班加
点施工，@鸿雁滑翔忍不住问：紧赶工期？
质量可要第一。后期管理很重要，个中的
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吗？@红花有意担
心：建议提前规划好区内运动项目的比赛
场地和活动时间表。@阳光不琇则希望，
这个休闲片区能够健康、持久地运行。

“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了。”
@江西青年张敏说，但是，一定要去健身场
所吗？@六安王锋认为未必：有大场地可以
踢足球、打篮球、打羽毛球，有小场地可以跳
绳、踢毽子，没地方去的，在家也可以锻炼，
实在没时间，在办公室健身也行。@洛谭现
在就是一边打字一边做“小动作”，拉伸肩
部、颈部肌肉，也算健身了。（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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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理 工 学 院 科 研 人 员 韦
英群和他的创业团队最近很忙，
由他们设计、生产的土陶豆芽罐
成了网友们网购的抢手货。这土
陶豆芽罐出自新安县北冶镇甘泉
村——一个著名的“古陶村”。

每 项 传 统 手 艺 都 是 一 个 传
奇。当下最大的问题，不只是这些
手艺藏在深闺无人识，更在于保护
与传承“危机四伏”，缺乏足够的影
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一方面，老
手艺仍停留在手工制作、口口相

授、代代相传的状态，缺乏经济价
值和社会价值，生存空间被不断挤
压，最终只能在现代化的高效机器
流水线中渐渐落伍；另一方面，一
些“独门绝技”因为后继无人或传
承“断档”而濒临消失，处于自生自
灭的瘫痪状态。

让老手艺“活”起来，需要经济
投入，需要研究、保护、宣传、弘扬、
传承和振兴，从政策扶持、组织形
式、资金落实、人才培养等方面给
予扶持，为老手艺的有效保护、合

理利用、传承发展打开一扇窗。
置身“互联网+”时代，如何让

老手艺获得新生？要注重小众化
的专业特色，更要以新技术、新工
艺、新设计自我加压，敢于标新立
异，勇于超越自我。换句话讲，只
有用创新的价值、市场的力量去激
发消费需求，迎合大众喜好，给老
手艺不断注入鲜活的元素与活力，
才能使之浴火重生。在这方面，洛
阳唐三彩的传承与发展就是个好
的例子。

老手艺的传承
离不开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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