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 22日，湖北省宜城市，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宜城市人
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案组检察官走进宜城市南街小学，
通过和学生现场互动、情景剧演示、面对面讲解的方式，为学
生上场生动的法制课，教孩子们如何正确应对校园欺凌和校
园暴力。

据介绍，宜城市人民检察院“法制进校园”活动，旨在提高
学生们的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

视觉中国

湖北：检察官送法进校园
教学生如何应对“校园暴力”

浙江工业大学理学院的邓建波，在“读”了八年的

本科后，终于能毕业了。他的大学经历，大概比大多数

人都来得曲折——从大二起，他就踏上了创业的“孤

途”，经历过两次创业失败，后来休学当起了“CEO”。

前不久，他获评2016全国百名大学生“创业英雄”。

最近，教育部颁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明确指出，

健全休学创业的弹性学制，放宽学生学习年限，允许

学生分段完成学业。并鼓励学校建立创新创业档

案，设置创新创业学分。邓建波说，学校已经实行弹

性学制，帮他转化了学分。曾经不指望能够拿到毕

业证的他，如今毕业在望了。新修订的管理规定，让

创业者能“创着业把学位拿了”。不过，专家也指出，

每个人有自己的路，要用适合自己的尺子丈量自己。

支持学生创业是高等学
校的法定职责
“《规 定》以 规 章 的 形 式 就 高 校 对 大 学 生

就 业 的 管 理 作 了 具 体 规 定 ，使 得 相 关 各 方 的

权 利 的 保 障 和 义 务 的 履 行 在 法 律 上 有 了 明

确 的 程 序 。”杭 州 师 范 大 学 法 学 院 副 教 授 张

国 华 说 。

其实，引导、支持和促进大学生创业，原本就

是高等学校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

教育法》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

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

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第五十九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

生、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

而且，对于大学生创业，国家早已出台过相关

政策，比如《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

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等。

张 国 华 认 为 ，将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纳 入 学 生

管 理 机 制 ，是 高 等 教 育 法 相 关 条 款 的 应 有 之

义 。“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与 一 般 社 会 人 员 创 新 创

业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它属于教育活动的

组成部分，大学对此负有引导、支持、服务和监

督 的 职 责 ，另 一 方 面 ，它 必 须 与 其 他 教 育 活 动

协调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六条规

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参加社会

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影响学业任务的完

成。”“高等学校应当对学生的社会服务和勤工助

学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并进行引导和管理。”

“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还将学籍管理权利给

了学校。因此，大学生除了课余时间创业以外，

还可以根据学校规定，以休学方式来做到创业与

学业的“兼顾”。

不过，《规定》只是一个基础性、方向性规定，

还需要由各高校根据自身实际制定详细的操作

规程。毕竟，从法律上来讲，学校依法享有自主

管理的权利；从现实需要来看，创业形态也一直

在推陈出新，还要因时、因地制宜。

创业是个体的觉悟和选择

大学生的创业，并不全然高大上。初入校园

的学生，很多做的是看起来似乎并没有技术含量

的“摆摊”“送外卖”等工作。张国华表示，商业项

目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没有发展潜力，就看

社会有没有需求。哪怕是跑腿送外卖，发现新的

商机和增长点，同样也是创新。

而且，任何一个项目，都有失败的风险。“大

学 生 创 业 ，只 要 守 住 了 法 律 底 线 ，失 败 是 允 许

的。”张国华认为，就算商业上失败了，从“教育”

角度来说，可能仍然是成功的——学生通过创

业，提升了其他能力，运用和检验了已学到的知

识，探索了新的知识。

浙大友创执行总裁刘建斌也认为，创业是一

种很好的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方式。他感慨，

当下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应试能力

强，动手能力差；缺乏冒险精神、创新能力、领导

力。他表示，从个人角度来讲，他并不赞成“鼓

动”大学生创业。“创业是个体的觉悟和选择，不

应成为社会风潮和主流。”

对此，邓建波也有清醒的认知——“光靠政

策，不会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但是，利好

的政策或许能把那些潜在的优秀创业者挖掘出

来。”2010 年他刚创业时，这还是一条鲜有人走的

路。辅导员把大学生创业等同于传销，因此他把

自家公司的名字起名为“孤途”。

几年后，从政府、社会到学校，都开始理解

他。“理解了我们不是犯傻不读书，而是有更大追

求，这个理解比政策更重要。”邓建波说。

政策无法“培养”创业者，但可以“挖掘”创业者

《高等教育突进：20 余省份 400 亿赶场“双一

流”》的报道，近日备受社会关注。

2015 年 10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 年

1 月 25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

法（暂行）》。

2016 年以来，各地纷纷推出举措，不惜“血本”

迎接“双一流”。“十三五”期间，贵州每年不低于 1

亿元、河北投入 25 亿、山东出资 50 亿助高校建“双

一流”，吉林出资 15 亿支持吉林大学建设“双一

流”；河南 10 年投入 31 亿打造世界一流学科；上海

第一阶段 3 年投入 36 亿实施高峰高原重点学科建

设计划；广东 3年安排 50亿资金用于高水平大学建

设等。

“双一流”建设，类似于普通高校的“985 工程”

和“211 工程”，从本质上说仍然是“集中资源、率先

突破、带动整体”的建设思路，仍然是“扶优扶强”，

为此要避免“马太效应”。

毋庸置疑，“双一流”建设确实需要财政重点

支持。“双一流”，需要花巨资引进一流的师资，购

买一流的实验实训设备，添置一流的教学设施，甚

至学生也需要一流的住宿和校园生活条件，教职

员工也需要一流的办公条件，但“双一流”不是

“富”一流，“双一流”建设单位不能只做到“硬件”

上的“一流”，“硬件”的“一流”是由政府高投入带

来的，任何普通高校只要有“钱”都能办得到。“硬

件”的“一流”不是真正的一流。

此外，“双一流”建设，也要避免“数字化”陷

阱，避免过度依赖和不合理使用论文、专利、项目

和经费等方面的量化评价指标的做法。

软件的一流，创新的一流，才是真正的一流，

才是“双一流”建设的重点，才能让普通高校心服

口服。“双一流”应在破解高教发展的难点、瓶颈方

面能有所作为，在高端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创新、

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产学研融合校企深度合作、技

术技能积累和文化传承等深化改革方面能有所突

破，在校园文化、创新创意创业、培养大国工匠、服

务企业转型升级，解决科技成果应用“最后一公

里”等方面走在全国或全省的前面，在教学、科研、

社会服务等方面能够充分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其“一流”做法，能够产生“蝴蝶效应”，普通高校能

够效仿和借鉴，“双一流”建设才能实现“带动整

体”的初衷。

为此，有关部门必须创新“双一流”建设政

府财政支持方式，建立健全一套“双一流”软件

建设、创新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案，

突出软件建设、创新建设绩效导向，根据“双一

流”软件建设、创新建设情况，动态调整政府财

政支持力度，增强“双一流”建设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最大限度地激发“双一流”的内生动力和

发展活力。

软件和创新的一流 才是真正的“双一流”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2月 24日，两会召开前夕，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先盛里
小学开展“两会知识知多少”主题班会活动，该校教师通过讲
解幻灯片、课堂知识小问答等形式，引导学生从小关注国家大
事，从小树立为祖国做贡献的志向。 视觉中国

河北：小学开展主题班会
两会知识走进课堂

全国首份大学生借款风险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
84.1%大学生借款风险意识薄弱，大学生借款风险评分平均
分仅为65分，对风险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45.66%的用户在
借款用途上存在隐患，有赌博等不正当消费以及过度消费的
风险；有近30%的用户没有阅读借款合同的意识，容易掉进不
公平协议或者违法合同的“坑”。

（本报记者 张盖伦）

84.1%大学生
借款风险意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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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图说新闻

2月 23日，山西运城市运康中学科技兴趣小组的学生在
观看机器人做俯卧撑。

当日，山西运城市运康中学科技兴趣小组首次进行开课
报告，1000余名学生零距离触碰航模及智能机械手、打靶机、
颜色分拣机等 30余种小型机器人。此次开课分航空模型和
小型机器人制作应用。通过让学生亲手制作航模和学会简单
的电脑编程应用，来提升学生学习物理和数学的兴趣。

视觉中国

山西：兴趣小组举行开课报告
千名学生零距离接触“科技”

李焦明

关注大学生创业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十三五”专项工作计划

日前发布。根据计划，京津冀三地将推进组建京津

冀高校联盟，促进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

学科共建和师生交流。建立三省市高校大型科学

仪器设备库，建设一批开放共享的高校学生实习实

践基地。同时，三省市高校、科研院所试点联合培

养研究生，实现资源共享。

那么，对此，政府、高校老师、同学们怎么看？

此举会带来什么改变？如何将计划落到实处，实现

1+1+1>3？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打破“一亩三分地”

京津冀高校联盟让1+1+1>3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高校先后组建了 9个创

新发展联盟。

“京津冀将组建高校联盟，这说明中国的教育

从单一的学校教育体制，逐步的开始走上联合，我

国的教育一旦形成很早的规模化，那么教育本身的

效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这会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不同学校间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对于学生们相

互的交流有好处。”北京师范大学一位胡姓老师对

记者说。

胡老师认为，我国的高校现在存在一个最大的

问题是教育的硬件水平不均衡。有的高校硬件水

平很高，可以给学生比较多的支持，可是有的学校

硬件水平低，学生几乎没有办法利用学校的资源进

行科研研究，京津冀组建高校联盟让这个短板得到

解决，促进各个学校学生科研力量的发展。

不仅如此，中国高等教育被诟病的还有高校教

师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由于中国高校的老师一

般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各个高校的教学水平不是很

一致。“如果一旦京津冀组建高校联盟得到落实，那

么各大高校的老师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增加，这对

于京津冀地区的高校教育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可以

提高各个学校老师的业务能力，迅速地将教师队伍

优化。”胡老师说。

改变的不只是现在，而且还有未来。“京津冀高

校联盟对于全国教育系统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可

以在很大的范围内解决大学生教育问题，而且涵盖

地区之内的学生都会因此得到不少的好处。同时

京津冀组建高校联盟成功，就会刺激其他地区的高

校联合起来，这样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高校联盟的

发展，对中国教育事业意义重大。”胡老师说。

示范全国 补短板提效率规模化优点多

如何让河北的孩子享受到同北京、天津一样

的优质教育资源，如何让河北整体师资力量水平

尽快提升，与北京、天津的师资队伍能力持平或

者相近……这是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令人关

注的问题。

“没在京津冀上大学的表示难过委屈，原来地

理区位因素也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以后可以走

曲线救国道路了，北京的大学考不上没关系，咱

可以考到天津河北去啊，照旧可以到北京去上学

听课……”河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王都云说。

提到高校联盟，不得不提的是自主招生中的北

约与华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各自为首的大

学联盟在自主招生中就打的火热。

“如今又有跨省市高校联盟，这下子厉害了，为

此举点赞。”王都云说。此举最大的改变是对高校

教育的一次革新，这样相互交流学习，而且还能认

定学分的，在平常的大学教育中，也就只有交换生

可以了。

记者了解到，学分互认是指实行学分制管理的

不同高等院校之间，互相认可学生跨校所修的学

跨省联盟 京津冀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如果说京津冀的教育协同发展是一块“试验

田”的话，那么，“试验田”就一定离不开体制机制

的创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限制，从国家层面

建立起三地统一的管理体制、监督评价体制。对

此，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董兆伟认为，“一方面

要加强顶层设计，一方面关键要看落实。”

对此，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郭春鸣认为，

需要扎实推进教育专项规划工作、有序推进北京

教育资源的疏解、发挥教育系统专家学者优势，

对前瞻性问题布局调整，通过完善工作机制，协

调解决跨区域重大事项，以此形成工作合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还是优化教育的布

局，提升教育的内涵和质量。”北京市教委主任刘

宇辉谈道，“要让公共服务普惠京津冀整个地区，

使三地能享受优质的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

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令人欣喜的是，此次计划令未来三地教育协

同发展的蓝图日渐清晰。

教育领域非首都功能疏解合作项目、京津冀

基础教育合作项目、京津冀教育人才队伍建设项

目等都将大力推进，“三省市将共同探索完善高

校搬迁、建立分校、合作办学等机制，加强疏解承

接地教育合作，研究提出疏解学校新校区建设及

运行资金、建设用地、教师工作生活、学生学籍等

方面的政策保障机制。”北京市教委委员张永凯

介绍。

“破解难题是要逐步进行的，需要各方在创

新、提高质量和难题突破上共同努力，做好协同，

这 也 是 我 们 未 来 在 教 育 协 同 发 展 上 的 主 要 方

向。”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表示。

重在落实 协同发展需打好“组合拳”

分，一般限于选修课。

一般而言，交换生一般都会交换到国外或者

台湾，但是花销巨大。“这下三省市合作可好了，最

优秀的教育资源都可以拿来共用。上了大学才知

道自己的大学永远不如别人的大学好。假如有个

机会让你能在多所高校学习，想必每个大学生都

是很开心和乐意的。”王都云说。

大学四年不好熬，但是日子过的如流水般，一

晃眼也就过了。此次组建高校联盟也会对研究生

深造有好处。“在一处学累了学迷茫了，看看其他

学校，听听其他课程，或许迷惑中的大学生们方能

解疑释惑。”王都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