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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虽然已经结

束，但是人们对研究生考试的关注一直在持续升

温。有关研究生考试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其

中考研报名人数比 2013 年同比减少 4 万人成为广

泛关注的热点。这一数字背后又传递出哪些信

号呢？

2014“考研热”降温传递出哪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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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图书馆座位的利用率、减少随意占座的情
况发生，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近日启用了座位管理系
统。据了解，通过座位管理系统自助选座后，座位的使
用权是6小时，到时间需要续时。若暂时离开，可刷卡
选择“暂离”，系统将保留 30分钟座位使用权，回来后
刷卡继续入座。如果30分钟后没有回来，系统将取消
座位使用权，并记录违纪一次。 曹世婵摄

河北师大图书馆启用自助选座系统

１月１０日，美国大学生们在中国老师（左一）的带
领下上太极拳体验课。当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访学团
的大学生在天津财经大学上了他们来到中国后的第一堂
中国文化体验课。据介绍，他们将在天津财经大学展开
为期三周的汉语学习和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刘东岳摄

美大学生天津高校感受中国文化

1月11日，一名大学生在展示刚刚关注的省总工
会推出的微信就业平台。

当日，由辽宁省总工会和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
2014年应届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辽宁省高等学校毕
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举行。本次招聘会共设置展位 70
个，为广大应届毕业生提供上百个就业岗位。

新华社记者 杨青摄

辽宁举办应届毕业生大型招聘会

1 月 10 日，在河北省迁安市建昌营镇大龙王庙村

供电光明小学教室内，前来支教的志愿者在为孩子们

上音乐课。

迁安市建昌营镇大龙王庙村有 22 户人家，村小学

只有 6 名学生。针对实际情况，迁安市供电公司从

2005 年开始对该村进行帮扶行动。选派有专长的大

学生志愿者到学校任编外辅导员，给孩子们上音乐、美

术、体育等课程。 新华社发（郑勇摄）

山村小学六个娃 志愿支教送温暖

文·张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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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认证的微博“川大共青团”将一张留名为

“打抱不平组织”的纸条发布在网络上后，引起人民

日报等实名微博转发。这是一个专门治理占座行为

的小组。记者了解到，该小组有 3个人，还制定了详

细的治理占座的“计划”。（1月11日《华西都市报》）
笔者觉得，“打抱不平”，具有江湖气息，不宜在

川大这样知名的高等学府传播。其实，眼下流行的

“学霸”占座行为方式，从本意上讲没什么罪过，原本

是为自己多争取一些学习机会，但是却演变成了一

种不好的风气，不管自己能不能按时到图书馆学习，

座位都被自私自利者占着，这的确是一种资源浪费，

应该得到纠正，此风不能继续下去。然而，川大“共

青团”微博将“打抱不平组织”发布在网络上，实在有

些不大妥当。

1 月 10 日早晨，四川大学大三学生小刘在江安

校区一个图书馆上自习时，发现平时早已满座的座

位还有一两个空缺。走近一看，才发现座位上贴着

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占座者书被移走，欲坐者放心

坐”的字样，留名则是“四川大学·打抱不平组织”。

这张抗议占座行为的纸条立即引起网友热议。“有这

必要吗，要是别人的书丢了怎么办？”也有不少网友

表示支持，称这是“打掉学霸的罗宾汉行为”。

说实话，“打抱不平组织”，是高等学府内部的微

公益行动。但是，作为高等学府不能对这类“组织”

作放大处理，应当规范微公益行动的文明形象和由

此引发的不端正学风问题。众所周知，“打抱不平”

既有伸张正义的一面，又有江湖哥们气息。因此，把

“打抱不平组织”合法化，对于川大这样的知名高校

形象绝不是什么正能量，恰恰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

负能量。如果不加制止和改进，势必会出现五花八

门的“组织”；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下去，无论是对于川

大，还是对于中国所有的高等学府，都将是负能量居

多，正能量不足。

笔者建议，将“打抱不平组织”改为“川大正能

量”或“川大微公益”。要让微公益行动富有高等学

府和社会的精神文明理念，同时又要积极倡导良好

的学风。决不能在高等学府兴起“以毒攻毒”的不良

风气，绝不能鼓励江湖气息在高等学府肆意蔓延开

来。只有首先端正学风，才能真正树立符合高等学

府所需要的文风。值得强调的是，笔者所说的文风，

是指符合正能量的“文化风气”，不是写作方面的“文

风”。大学的大，必须是大智慧，决不能鼓励学生从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此，笔者觉得原山西中北大学党委书记师谦

老师说的很好：“当社会趋于功利时，大学应倡导

高尚精神；当社会趋于平庸时，大学理应追求卓越

文化；以大学精神为魂，以大学文化为基，创新文

化，引领未来，这是我们大学的重要责任。”因此，

作为全国知名的四川大学应当积极倡导这样卓越

的大学文化，绝不应当盲目追赶潮流，跟在并不完

全正确的“打抱不平组织”后面为其鼓与呼，更不

能成为“打抱不平组织”的有力推手。至于如何使

微公益真正成为传达的正能量，那就是学校共青

团组织应该发挥的正能量。如果没有正确的引

导，就不会成为真正的正能量，更不会得到更多人

的支持。

“打抱不平组织”不如改为川大正能量

43岁和14岁，他们是一对特殊的同桌；忠

厚勤劳的农民李光兵和患有先天性脑瘫的男

孩李子豪，他们也是一对相依为命的父子。

在过去 14 年里，在外人眼中平凡木讷

的李光兵，经历了儿患重病、辞职卖房、妻子

离去、欠下巨债、陪儿读书……尝遍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困难与艰辛，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对儿子李子豪的治疗，用爱与坚守为儿子撑

起一片天，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农民父亲：为儿治病不言弃
安徽省舒城县杭埠镇保靖村村民李光兵原

本有个幸福的家庭。90年代初就进城务工的他

老实能干，20多岁就在城里买房娶妻，是村里人

人羡慕的“能人”。2000年，儿子的降生让李光兵

夫妻更是欣喜不已，充满对未来的希望。

然而好景不长，李光兵发现，八个月的

子豪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头立不起来，

也不会翻身。夫妻俩随后带着孩子去南京

一家医院就医，检查结果显示孩子是先天痉

挛性脑瘫。“医生告诉我，孩子将来四肢不能

动，智力也不行，”李光兵说：“医生还劝我们

再生个孩子，说‘这个孩子没法治好’。”

不愿意接受诊断结果的李光兵带着所

有的积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辗转南京、上

海、西安、北京等地为小子豪治病。他的努

力没有白费，通过在北京一家医院的康复治

疗，孩子的智力水平已与正常孩子无异。

但子豪的四肢依然无法正常活动，“只

要攒到一点钱，我就带着他去治病，钱花完

了，就向亲戚朋友借。”李光兵说。

2006 年，子豪的母亲由于无法承受来

自家庭的压力，选择了与李光兵离婚。这个

憨厚的男人没有任何怨言，无条件接受了家

庭所有的债务和抚养子豪的重担。

接着，李光兵卖掉了城里的房子，还清

了当时的债务，用剩下的一点钱回到乡下承

包了一个鱼塘，独自专心照顾子豪。

鱼塘旁边搭着简易的两小间房子，总共

只有 20平米左右，周边几里地都没有人家。

夜幕降临时，屋里传出微弱的灯光让小屋显

得格外寂寥。这里，也是李光兵父子从 2007

年起居住了近七年的地方，“有时候感觉自己

生活在一座孤岛上，但为了孩子，啥都认了。”

父子同桌：圆儿读书梦
为了弥补孩子失去母亲的缺憾，小子豪生

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李光兵都考虑得无微不至。

2008年的一天，李光兵陪着儿子在屋外复健。

看到背着书包的学生们路过时，儿子眼中流露

出向往的神情，这刺痛了李光兵的心。

这一年的 7月 19日是子豪八岁的生日，

李光兵买了一个新书包送给子豪，“今年爸

爸带着你去上学。”

为了孩子能接受好一点的教育，骑着三

轮车载着子豪的李光兵跑遍了离家比较近

的合肥市三河镇上的四所小学，但没有一所

学校肯接收。“没关系，儿子。咱们再去别的

地方试试。”李光兵虽然自己也很难过，但还

是笑着安慰着已经哭出来的儿子。

在舒城县舒三中学小学部，李子豪终于

如愿以偿。当时的一年级班主任李岑芝跟学

校报告后，学校表示愿意接收这名特殊的学

生。此外，学校还给子豪减免了相关费用。

手部难以使力、双腿站不起来、上厕所

需要人抱……子豪当时的病情决定了李光

兵必须贴身陪读。从那时起，他就成为了儿

子的“同桌”。

为了不耽误儿子上学，李光兵每天三四

点起床捕鱼，之后到集市售卖，接着回家照

顾儿子起床吃早饭，然后陪儿子上学，几年

来风雨无阻。

“他是我的全部，我也是他的全部；他离不

开我，我也离不开他。”这位木讷的中年男子用

几句简单的话诠释了对儿子的最深沉的父爱。

在李光兵简陋的家里，墙上日益增多的

儿子的奖状是寒冷冬日里唯一的暖色。李

岑芝告诉记者，李子豪非常聪明，成绩在班

里名列前茅，“他手不方便，写字慢，别的孩

子半个小时能做完的作业，他要写三个小

时，但从来不喊苦，很坚强。”

父子间的爱与坚守：期待再创奇迹！
虽然李光兵大部分时间都陪在儿子身

边，但每天还是得外出个几次去卖鱼、采购

等。李光兵告诉记者，有一次他外出回家后

发现儿子躺在地上。原来是小子豪想上厕

所大便，但是没人在家，他就冒着自己摔伤

的危险，自己滚下床在地上解决，“爸爸太累

了，这样至少他不用洗床单和被子了。”

患有肾结石的李光兵有一天在陪儿子

在外练习走路时，病发痛得坐在地上说不出

话来，他眼见着儿子趴在地上向家里方向慢

慢挪动身体，子豪想帮父亲倒杯热水。“当时

看着儿子那么懂事，我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小子豪很小就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

不同，但他却很爱笑，“爸爸已经够辛苦的了，

我希望能给他带来欢乐，哪怕只有一点点。”

从科普知识到幽默故事，他喜欢将他从

课堂和电视上知道有趣的事情都说给爸爸

听，而李光兵是他最好的倾听者。

2011 年，有爱心人士给李子豪联系了

医院进行干细胞治疗，但效果并不明显，李

子豪站起来的目标没有实现。但李光兵父

子并没有气馁。

李光兵告诉记者，他会一直陪着子豪长

大，不管儿子未来去哪里上学都会陪着，“有

儿子的地方就有我。”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很苦，但我不觉得，我

们每一天都很充实，很开心，”李光兵说，“医学

会越来越发达，我也会努力赚钱给孩子治病。”

李子豪的愿望是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

帮助更多像他一样的脑瘫儿童。

少年老成的他也不知道这个愿望能不能

实现，“但我期待着这样的奇迹发生，就像我平

凡的爸爸为我把很多别人眼里艰难的事情一

一实现。” （詹婷婷）

“无论去哪儿，爸爸都陪你！”
——安徽“同桌爸爸”用爱与坚守为脑瘫儿创造奇迹

专家认为，破解研究生“就业难”问题，需要从扩

大就业需求、高等教育培养体系改革、研究生提升自

身综合素质等多方面努力。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

该对就业歧视和乱设条件的问题进行严肃查处，畅

通举报渠道。

长期从事大学生就业指导和生涯发展教育研究

的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团委书记张更辉认为，国家针

对研究生就业的宏观调控政策要面向社会发展需求

的新增长点，同时要加强对部分需求不足专业研究

生的培养体系控制。

其 次 ，研 究 生 培 养 机 构 改 革 培 养 体 系 也 是

重 要 一 环 。 由 于 大 学 扩 招 的 影 响 ，研 究 生 的 在

校数量和毕业生数量还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

高水平。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党委副书记郑龙表示，要

破解研究生就业难题，研究生培养机构必须面向

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结合关注就业市场变

化，对各专业的培养规模、就业率、就业质量等进

行分析研究，做出科学判断，及时进行调整。

此外，积极开展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也是重要

手段，可以帮助研究生认知自我，提升求职技能，使

研究生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而不是盲从于热门

行业和热点城市。张更辉认为，在指导研究生完成

专业研究的同时，导师要了解学生的职业兴趣，引导

学生关注职业发展，帮助学生认知专业应用背景并

拓宽职业能力范围。

多层面入手破解研究生就业难题

根据教育部消息，201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报名人数为 172 万，比 2013 年减少 4 万人；其

中，专业学位硕士报名人数 68 万人，比 2013 年增加

9万人。

记者在一些招聘会采访了解到，多数校园招聘

会现场爆满，连投简历都需要排长队。一些研究生

称自己被淹没在求职人海中，并不比本科生占优势。

“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某交通大学

铁路运输专业研究生满心辉说，之前，他总因为自

己是研究生学历，产生了特别高的心理预期，看不

上一些普通单位和职位，到后来才发现这样是不

可行的，错过了很多机会，“与本科生竞争激烈，心

态过高不可取。”

吉林大学研究生孙浩告诉记者，从 2013 年 9

月开始，他向很多单位投了简历，之后几乎每天

参加面试。然而招聘现场的混乱和拥挤让他此

前的研究生“优越感”荡然无存。孙浩说：“招聘

方并不会因为研究生学历而高看任何人。找工

作时，学历只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并不能雪中

送炭。”

此前，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中心进行的“中

国研究生教育与学科专业评价”课题显示，目前中

国有 30 多所高校每年研究生的招生计划和在校生

规模都在不断扩大，部分已超过本科生。但 2009

年至 2011 年，研究生的就业率连续 3 年都低于本科

生。该数据显示，“学历越高，工作越好找”的时代

已经过去。

来吉林大学招聘的深圳赛意法微电子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表示，在新入职员工工资待遇方面，研究生

基本工资会相对高于本科生。但总体讲，本科、硕

士、博士不同学历层次的毕业生待遇差异并不大，而

日后提升主要依据实际工作能力和具体工作业绩，

招聘单位注重的是员工的技术操作能力而不单单是

学历高低。

研究生持续出现就业尴尬

随着研究生不断扩招，其学历“含金量”有所下

降，导致就业形势也不乐观。记者发现，目前研究生

就业市场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舆论反映强烈的性别歧视等问题一直未得

到很好解决。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就业市场选

择的结果，女研究生求职困难、文史哲等基础专业研

究生就业困难等越来越明显；甚至研究生的第一学

历背景依旧成为不少单位遴选人才的一道门槛。

二是研究生培养体系对于就业市场信号的反应

明显滞后。长期以来，国内研究生培养多以面向基

础研究为主，一些就业需求不足的专业招生规模在

扩招过程中同样增加，进一步导致了研究生就业的

专业结构矛盾。

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金昕认

为，应用型专业硕士培养无论从数量还是专业范

围都逐渐扩大，但由于长期以学位型硕士教育为

主，这一改革尚未完全适应市场需求，虽然专业

硕士学位报考人数在增长，但也需要考虑培养机

制改革问题。

三是研究生职业规划教育薄弱，就业观念缺乏

理性。相关职业规划教育开展非常少，至今鲜有高

校专门开展针对研究生的职业规划教育。

此外，一些研究生反映，长期以来，研究生教育

定位于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从学校到课题组，从导

师到研究生本人对求职能力的提升不够重视。遇到

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时，研究生的求职技能往往捉

襟见肘，造成了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巨大浪费和研究

生就业市场的不规范发展。

研究生培养就业存在三大问题

2013 年 度 国 家 科 技 奖 励 三 大 奖 全 国 高 等

学 校 共 获 得 169 项 ，占 通 用 项 目 总 数 246 项 的

68.7%（见 左 图）。 其 中 ，高 校 为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的 123 项，占总数的 50.0%。（以上统计不包含国

防专用项目）。

在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授奖项目中，全

国高等学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36 项，占

总数的 66.7%。全国高等学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奖通用项目 38项（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7项），占通

用项目总数 55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4 项）的

69.1%。两项一等奖项目均为高校获得（通用项目

1项，专用项目 1项）。

全 国 高 等 学 校 获 得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通 用 项 目 95 项（特 等 奖 1 项 ，一 等 奖 9 项 ，创

新 团 队 奖 1 项 ，二 等 奖 84 项），占 通 用 项 目 总

数 137 项（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3 项，创新团队

奖 3 项 ，二 等 奖 120 项）的 69.3% 。 其 中 ，高 校

为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的 49 项（一 等 奖 3 项 ，创 新 团

队 奖 1 项 ，二 等 奖 45 项），占 通 用 项 目 总 数 的

35.8%。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高校在全国授奖

项目中的继续保持高比例，说明高等学校的科

研实力在不断增强，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

步 的 贡 献 越 来 越 大 。 尤 其 是 两 项 国 家 技 术 发

明奖一等奖项目均为高校获得，充分表现出高

校 具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重 大 原 始 创 新 成 果 在

我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国家科学技术“三大奖”高校摘得169项

6868..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