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摘掉对技校的
“有色眼镜”了

这两天，“杭州90后技校生杨广
逆袭人生”的消息见诸媒体，让人吃
惊不小。

论出身，杨广上的是外界都不看
好的“技工学校”；可论成就，毕业后
他留校成为学校最年轻的教师，在国
内和国际大赛中屡获大奖，还获得杭
州市政府 80 万元“人才购房补贴”。

“逆袭人生”，放在他身上很贴切。
不顾父母强烈反对、放弃重点

高中体育特招的机会上技校，从技
校生到“工匠”，杨广靠的是兴趣和
努力。正如他所说：“上课学习这点
我比不过人家，但技校里学的主要
是机械掌控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这方面我非常感兴趣。以前看书没
多久就犯困，但在技校，面对每天十
几个小时、连续多天的高强度技能
练习，我都不会觉得枯燥。”

杨广的经历无疑刷新了人们对
职业教育的认知。无独有偶，今年
24 岁的重庆姑娘聂凤，从一名学剪
发的技校生，变成“世界第一剪”，还

被破格评为副教授，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

让孩子拿一张高学历文凭，还
是学一门手艺，相信很多家长都会
选前者。“望子成龙”，父母的苦心无
可厚非，但高期望的背后不能忽略
孩子的资质和兴趣，一味强求，结果
可能适得其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功课不好，
不必气馁，只要善于发现特长，不断
努力，每个孩子都会成为赢家，这也
是老话说的“行行出状元”。

观念的转变也正倒逼社会对职
业教育精益求精，如我市将对职业教
育进行资源整合，目的在于持续提升
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使人人皆可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杨广和
聂凤，一个“修车的”，一个“剪发的”，
他们用实打实的努力和成功，实现了
从技校生到“工匠”的完美逆袭，凭真
本事证明了自己。这样的选择，何尝
不是孩子有前途、家长有面子？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随着整个社会对“工匠精神”的
崇尚和不断追求，读书当不上“尖
子”，另辟蹊径，学技术也能成为第
一，这样的选择何尝不是孩子有前
途、家长有面子？

□张宝峰
津桥夜话

留点时间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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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段少杰是个地地道道的
农民，9 日，他和儿子带着制作的格
斗机器人赴上海，参加“铁甲雄心”全
球机器人格斗大赛。

能够参加如此重量级的比赛，得
益于段少杰坚持多年的爱好。他退
伍回乡后当过电焊工，对机械非常感
兴趣，曾做过 17 米高的变形金刚。
他做的会拉车的机器人经本报报道
后，引起广泛关注。段少杰说，做变
形金刚只是喜欢，没想到还能和外国
人比赛。

有爱好的人，往往更热爱生活。
明代张岱有句话备受推崇：“人无癖
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
与交，以其无真气也。”人需要有一些
爱好，有爱好，才能更好地感知生活
的精彩与美好。

事实上，很多人本来有爱好，因
为所谓的忙，与爱好渐行渐远，但是，
忙不应该成为抛弃爱好的借口。

一手缔造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李隆基忙不忙？日理万机之余，他坚
持自己的音乐、表演爱好，以至于被
梨园奉为祖师爷；万科的王石忙不
忙？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极限运
动的爱好，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又
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取得
了不凡的成就。

“再忙也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做
自己喜欢的事！”这是一位朋友重提

画笔之后的肺腑之言。他自小就喜
欢画画，用他的话说“画画是长在骨
子里的爱好”，可因为忙工作、忙家
庭、忙应酬……渐渐疏远了画画，直
到退休了，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并决定再次拿起画笔，开始一种自己
喜欢的生活。

很多人觉得，有爱好虽好，却没
啥用！其实呢，用一些有用的时间，
做一些看似无用却足够喜欢的事，最
深的喜欢里，往往藏着最好的人生乐
趣与享受！

不管生活是忙碌还是清闲，不论
现在的你是功成名就还是默默无闻，每
天花一点时间，做自己爱做的事，或许
有一天，你就是另一个“段少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