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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习 生 杨枝柳

开学季，一些媒体对“北大寒门学子人数创

新高”表现出了喜出望外之情。据报道，在各项

倾斜性政策的执行下，今年北大共录取农村学

生 700 余人，为近年来最多。再加上清华，近千

名寒门学子圆梦 top2。

更多的农村学生得以走进清华北大，对学

生自身而言无疑是可喜可贺的。但对于学校和

招生政策来说，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虽

然经过数年的努力，北大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

例已经回升至 17.5%，但与 80、90 年代的 30%还

是差了将近一半，从各方面素质来看也难比当

时的天之骄子。

而且，今时今日，农村学生早已不等于寒门

学 子 ，城 市 底 层 家 庭 可 能 比 农 村 家 庭 更 为 贫

困。家境富足的农村户口学生未必享受不到优

质的基础教育资源，更不要提那些无孔不入的

“农村身份”高考移民。谁敢保证所谓的“寒门

学子”里没有混进几个“富农二代”？所以，某政

策中提到的“使更多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优

秀学子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和“进一步加大对

农村地区中学和农村户籍考生的政策倾斜”之

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招生政策的倾斜并不能解决教育公平的根

本问题。首先，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招

生作为第一道选拔门坎，本不应厚此薄彼。再

者，就算 top2 院校的政策眷顾让这千余名学子

成为幸运儿，可能从此改变命运，受惠群体也只

不过是冰山一角。而散布在广袤贫瘠土地上的

还有千万学生，他们也许不敢奢望顶尖的教育

资源，他们可能更迫切需要一个还算过得去的

基础教育环境。基础教育应注重普惠性精神，

而高等教育更多应坚持一种精英主义。

近 年 来 ，包 括 top2 在 内 的 众 多 重 点 高 校

农 村 新 生 占 比 上 升 ，都 得 益 于 招 生 政 策 适 度

向 农 村 地 区 倾 斜 。 这 种 出 发 点 虽 然 善 良 ，但

不解决城乡之间和城市结构性教育资源配置

严 重 失 衡 的 根 本 问 题 ，无 法 触 及 教 育 公 平 的

共性问题。

当然，这也远远超出了教育部门的能力范

畴——城市内部和城乡之间需要均衡配置的又

岂止一个教育资源！那么，目前在招生政策上

向农村倾斜虽不尽合理，也属无奈之举。在这

个前提下，只希望以后能将招生政策精细化，尽

最大可能招到真真正正的寒门学子！

让 真 正 的 寒 门 学 子 受 惠

前不久，在国内某大学听美国杜肯大学伯隆

教授讲座，他的报告有这样一段开场白：“请各位

看我的 PPT 第一页，上面是美国著名的十所大

学，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这些大学有一个

最主要的、共同的优点，请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台下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地回答起来。

“都是世界最有名的大学”，教授摇头；“科研

水平都比较高”，教授又摇头;“都很国际化”，教

授继续摇头；“历史都很悠久”，教授还是摇头;

“拥有最好的学生”，教授有些叹气；“都是私立

的”，教授还是不吐口；“都很有钱”，教授看来有

些绝望了……

最后，只好由伯隆教授自己回答。他说：“这

些学校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拥有最好的本科教

育，都非常重视教学。一个大学对待教学和本科

教育的态度，标志了其成熟水平。”伯隆教授的回

答超出了大多数听众的想象。

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对此深有感触。他

认为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一流

大学具有重建本科教育的引领作用。

近些年来，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热门”

的话题之一恐怕就是一流大学以及由此“衍生”

的大学排行榜。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颁发《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文件，一流

学科又进入了大学人的视野，并且其重要性似乎

开始超越一流大学的概念。从关注一流大学转

向一流学科，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 但 由 于 大 学 在 社 会 组 织 体 系 中 的 独 特

性 ，仅 仅 强 调 一 流大学或一流学科还远远不

够。或者说只是从一流学科的角度解读和建设

一流大学，只能表明一流大学的建设还‘在路

上’，依然保留着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痕迹。”

邬大光说。

邬大光强调，因为在大学的各种使命中，只

有一项任务不能被社会其他组织所取代：那就是

本科教育。因此，在“双一流”建设前行中，如果

缺失了一流本科教育，就很难说是一流大学，更

难说是成熟的一流大学。这是世界一流大学的

共识。

从世界范围内看，一所大学之所以称得上一

流大学，除了在科研上取得巨大成就之外，让世

人记住这所大学更多的是学校培养的杰出校友。

斯坦福大学报告称：该校师生和校友创建了

2400 多家企业，组成一个斯坦福大学的学子集

团，其中包括了思科、谷歌、惠普等大型企业，

2008 年在“硅谷 150 强”中创造总收入共达 2250

亿美元。

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一流大学基本上要从全

球招收优秀的学生，以确保大学的内在创新活力

和可持续发展。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当科研水

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决定大学综合实力的不是科

研的竞争力，而是人才培养的竞争力，特别是本

科教育。

但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大学职能的不

断增加，本科教育作为大学的根，出现了根基动

摇的现象。

“尤其是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以

来，在社会外部的压力下，以‘科研为导向’的大

学发展思路日趋盛行，大学的发展轨迹开始‘跑

偏’。”邬大光说。

“在比较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时，我时常会感

到，无论在观念、价值判断或者实践层面都存在

落差或差异。”邬大光说。比如，国外大学对于质

量保障已经进入一个标准化、精细化阶段，对于

质量的关注已经从传统技术标准进入到一个更

为深层的质量文化层面。相反，国内大学对于质

量保障还处于粗放式管理阶段。

从一流大学走向成熟的大学需要时间，需要

模仿，需要常识，更需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英

国哲学家怀特海曾说：“一所大学的成熟至少需

要 200年。”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用了近 800年，

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用了 300余年。

邬大光强调，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起步

晚，对一流大学的认识和了解比较滞后，我国的

本科教育诸多方面也需要重建，其中包含了教育

理念、教学观念的重建，教学空间、教学技术、教

学方法、教学评价的重建。这些重建背后的实质

就是要回答两个最为基本的命题：“培养什么样

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重视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成熟的标志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隔着门听到习近平主席敲锤宣布 G20 峰会

闭幕的那一刻，丁哲慈恨不得脱了高跟鞋光脚踩

到地上。

作为“平底鞋星”人，在接受 G20峰会志愿者

培训前，丁哲慈几乎没穿过高跟鞋。9 月 5 日，她

踩着五厘米细跟在 G20 主会场站了六个小时。

“那感觉，太过酸爽！”

丁哲慈是整个 G20 峰会 3760 名“小青荷”中

的一员。“小青荷”是峰会志愿者们的代名词。他

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这场中国近年来主办的

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峰会。而问及感受，

他们提到最多的词，就是“骄傲”“自豪”。

G20峰会“小青荷”用自己的方式见证历史

9月1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飞行学院教员（座位上
穿制服者）带着 2016级新生体验飞行模拟器。今年开学季，
南航各院系在迎新现场展示科技成果，开展体验互动，并组织
新生参观教学科研场所。

当日，全国各地迎来秋季开学季，各年龄段的学生迎来各
式各样的新学期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孙参摄

开学第一课：体验科技

志愿者们，都经过了团省委、杭州团市委

和 15 所高校组织的两轮面试以及三轮测试。

浙江大学共有 3310 名学生和老师报名，期间经

过 3 轮选拔，最终有 500 余人成为 G20 杭州峰

会志愿者。

不仅有层层选拔，还有“不断培训”。浙江大

学的志愿者就经历了 37次培训和多场演练。

志愿者们的站、坐、走、蹲和手势等都有标

准，称呼礼、问候礼、介绍礼、握手礼、引导礼等也

有标准——问候打招呼行 15°鞠躬礼，接送客行

30°鞠躬礼。着装，也有专门要求——上衣扣子

要扣两粒，外衣拉链要拉到领口的缝线处。

“培训周期很长，不断培训，不断考核。不到

最后，岗位还是可能因为需要产生变动。”浙江大

学化学系 2014 级研究生李罕阳坦言，“最后阶段

每天得到的信息也在不断变化，那段时间的情绪

体验也非常奇妙。”

志愿服务有不同岗位。有的靠近核心区，有

的能见到大人物，有的会和海外媒体记者谈笑风

生。而有的，则听起来没那么炫酷——比如在学

校的志愿者之家，做志愿者的志愿者。

这就是浙江大学海洋学院 2015 级本科生包

鲁丞的工作。他们从 8 月初开始上岗，帮浙大的

志愿者联系住宿，负责志愿者的物资发放、车辆

调度，要一直工作到 9月 6日。

“知道自己被分到这个岗位时，确实有些许

失落感，这应该也是人之常情。”包鲁丞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曾经，他眼中的 G20 峰会，就是 9

月 4 日到 9 月 5 日，集 中 在 一 个 主 会场。但随

着培训的进行，他所看到的 G20峰会，容纳了更

多——媒体、志愿者、杭州市民甚至中国人民……

他们都是 G20峰会的一部分。

所以，火车站、飞机场，公交车站、西子湖畔……

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你都能看到志愿者。东道

主的热情，从你踏上杭州的第一刻，就要驻入你

的心中。“后来我意识到，即使是在看起来并不那

么‘核心’的岗位，我同样也在参与峰会。峰会成

功召开，我也会产生自豪感。”包鲁丞说。

不断培训 事事有标准

相比而言，浙江大学医学院 2013级本科生丁

哲慈能更近距离感受到峰会的氛围。她的工作

岗位，和会议仅仅一门之隔。

和其他“小青荷”不同的是，为了配合警卫厅

工作，他们穿的是黑色正装。

8 月 26 日，丁哲慈所在的安保中队就搬入了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每天绕建筑群夜跑，在应急

通道里咬筷子练习微笑。可以说，峰会正式召开

之前，他们是“隐形”的。

会议第一天，丁哲慈被安排在主会场门口

用微笑 换回微笑

这种重要性，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更为凸显。

李罕阳的工作，是负责媒体安检通道的安检

翻译，协助安检人员完成对境外人员的安全检查。

一次，李罕阳遇到了一个沙特代表团，他们

拿到的证件无法进入媒体中心。但沙特记者们

表示，他们确确实实通过官方渠道注册成功，也

向工作人员展示了注册成功的邮件内容。

李罕阳知道，媒体证件应该为黄色，对方一

致表示自己是记者，却挂着灰证。有可能是证件

拿错了，也有可能是注册时发生了错误。李罕阳

安抚了他们的情绪，又第一时间帮他们联系了咨

询台，获得注册中心的电话。“打过去才发现，其

实沙特记者们还没有领取属于他们的媒体证

件。”回酒店领证就行，这事顺利解决，沙特代表

团的记者也愉快离去。

“每当他们在问题解决后对我微笑表示感

谢，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豪感就尤为强烈。”不仅仅

为自己自豪，李罕阳也为城市自豪。她说，G20

杭州峰会，让她看到整个团队、整座城市甚至整

个国家为了做成一件事而万众一心的样子。“我

有听到、看到外国对中国的赞美，当然也感到了

一些所谓的‘不理解’。面对这些声音，我们还是

应该报以微笑，用最大的包容度，最大的真诚去

让他们慢慢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丁哲慈则感慨，自己算是在世界舞台的中央

见证了历史——“何其荣幸”。志愿者工作已经结

束，但对城市和国家的热爱，在这一过程中继续蔓

延滋长。“更深深感激自己生于中国，长于杭州。”

为杭州深感自豪 为自己深感荣幸

8月 31日，在位于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
杨雨婷（右）在和小讲解员们进行交流。

又到一年一度的开学季。作为每一个学年的新起点，9
月1日成为中国特别的“节日”。当孩子们背起书包，从家园，
踏进校园；当悠扬的钟声敲响，琅琅读书声不绝于耳；当他们
沉浸在科学与艺术的浪潮里……我们看到：他们快乐成长，充
满希望。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入全国各地的校园，记录下三沙、上
海、江西、贵州的孩子们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新学期 新起点

9月1日，永泰县葛岭镇东升教学点老师吴黎星在中午下
课后护送学生苏泊特回家。

当日是新学年开学第一天，福建省永泰县只有一个学生
和一个老师的7所学校如期开学。

“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学校也要办下去。”永泰县教育部门
有关负责人表示，虽然集中办学是大势所趋，但留在教学点上
学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困难等特殊原因无法外出就学的学
生，这些“单人校”的存在，就是为了让这些孩子有书读。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源不断减少, 生源外流、教育资源短
缺、教育发展不平衡等现象依然存在。在福建永泰这个人口
不足40万的山区县，目前当地中小学生人数已从历史峰值的
9万名左右下降到如今的 4万余名,全县 76所小学中,教学点
就有35个，其中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的教学点有7个。

新华社记者 张国俊摄

一个学生的学校如期开学

做安保翻译，她开玩笑称各国元首组成了“宇宙

天团”，她目睹他们走进会场，再在他们入场完

毕后关上大门，协助警卫人员把一切无关人员

挡在场外。

“一个下午，我都在中方和外方的‘彪形大汉’

间调停。”中方有严格安保程序，而外方也有自己

的特殊需求。此时，丁哲慈这样的志愿者就要发

挥作用，帮助双方进行协调。

其实，由于背负着安保任务，“身边的警卫叔

叔们表情都很严肃”。丁哲慈的微笑，就成了主

会场外的一股清流。

微笑，并没有“固定标准”。在培训时，礼仪

老师的要求是——自然、真诚。不一定非要露出

八颗牙，但一定要让人感受到你的友善和大方。

许多政要看到微笑的丁哲慈，都会回以微

笑，或者轻轻颔首。还有一位总统，第一眼没有

注意到她，直到从丁哲慈身边走过才反应过来，

还特地转头给了她一个大大的笑容。“对所有人

都很忙碌的一天来说，这些笑容弥足珍贵。”

同样感受到志愿者的“友善”的，还有进行外

围采访的媒体记者。绍兴、乌镇、莫干山和安吉，

都是 G20杭州峰会的配套采访活动地点。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2015 级研究生李笑非就

是境内外记者的随车讲解，相当于干了把导游的

活。她的工作地点，甚至已经不在杭州。“我这份

志愿工作可能是离会场最远的岗位。”

5 日，最后一条线路的导览工作结束。李

笑 非 在 讲 解 中 说 ，杭 州“小 青 荷 ”祝 各 位 媒 体

记者工作、生活顺利。说罢，车内响起了热烈

掌声。“也有记者给我们发短信，说谢谢‘小青

荷’、晚安‘小青荷’等，让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是

如此重要。”

9 月 4 日，500 多名志
愿者在新闻中心，为广大
媒体记者服务，主要来自
浙江大学、浙江传媒学院
两所高校。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践行青春的美丽，奉
献的精神。

（G20 杭州峰会浙江
大学志愿者外围采访服务
中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