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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白勺·杂谈

从“重奖招教师”看教育人才之初心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日前在浙师大校园举行的招聘会上， 一条
红色横幅上的黄色大字格外醒目———“来丽水
遂昌当老师可享受 60 万元奖励”， 成功吸引了
一大批应聘者。

用 60 万元奖励吸引教育人才，可见遂昌教
育部门对人才的重视， 也足见教育人才也需要
经济支撑。教育人才不必视金钱如粪土，毕竟也
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嘛！ 没钱，苦哈哈的可不行。
除此，更应该不忘初心。

教育人才的初心是什么？教书育人，传道授
业解惑也。 唯有不忘初心，才能使教育振兴。 为
什么？ 因为不忘初心，才能摆脱各种诱惑，才能
踏踏实实传道授业，使教育质量实现跃升；唯有
不忘初心， 才能倒逼用人单位把心思放在教育
环境的优化上， 为人才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良
好舞台，从而推动教育振兴。

说到教育界，不妨先看看娱乐圈。如今有一
大批娱乐人才是带着暴富的梦进娱乐圈的。 因
为有长相，受到粉丝追捧，于是，许多人不好好
提升业务，歌可以假唱，台词可以念数字代替，
钞票倒是大把大把挣。这败坏了娱乐圈的风气，
给后来者树立了坏榜样，最终，好作品自然就很
少。 这一切，又是怎么造成的？ 其中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忘了初心。作为艺人，本该以搞好艺术为

初心，钱只是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回报。 初心一丢，
自然就容易利欲熏心，被钱带着跑，最终使整个娱
乐业受损。 娱乐圈如此，教育界何尝不是如此？

毋庸讳言， 如今有些教育人才是渐渐把初心
淡忘了。初心出问题，就很容易受社会不良风气裹
挟。 于是，也钻到钱眼里不能自拔，本职工作不好
好做，倒是忙着搞课外培训挣钱。 如此一来，还怎
么有心思好好教书育人？当然，也有许多教育人才
是牢记初心的。 比如央视《故事里的中国》有一期
曾聚焦乡村教师。 节目特别邀请到一个来自河北
省平乡县的特殊家庭，他们一家四代人有 20 多位
乡村教师，从爷爷那辈算起，整个家庭教授的学生
超过两万人。 他们所处的环境曾经比小说 《凤凰
琴》描述的还要艰苦，而这家人却选择了无怨无悔
地接力。这一家四代人说普通很普通，但他们显然
是不可多得的教育人才， 因为他们推动了乡村教
育的振兴。而其成就来自于什么？就来自于他们的
坚守初心。

要使教育人才不忘初心， 关键的还是抓好初
心教育。

通过初心教育，可以驱散内心的杂念，杂念一
少，初心就有地方扎根，就有希望牢牢扎根。

希望有一天，在校园招聘会上，能看到“来××
当老师可以让你更好践行初心” 之类的标语，而
且，应者云集。

成为新时代
的奋斗者

□ 市直 郑雳

前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在嘉兴
做公益讲座时对嘉兴市图书馆表示敬
佩：“在日常概念里， 一年搞 500 场活
动已是不易，毕竟全年也就 365 天。 然
而 ， 听说嘉兴市图书馆一年竟办了
5000 场活动。”一年 5000 场活动，平均
下来一天要 13.6 场，这个活动量可谓
是让人惊叹。 120 个嘉兴图书馆人，一
年 5000 场活动，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何
为干事创业的精神， 值得我们深入学
习。

以需求为导向做工作。 嘉兴市图
书馆为孩子们开设了绘本、手工活动，
为老年人量身定制电脑、 手机入门培
训班，还有针对学生、成人读者开展的
多元活动。 可以说完美地满足了特定
人群的社会需求。无论是何种工作，只
要把老百姓的需求放在心上， 都能找
到干事创业的捷径， 在解决人民所关
注难点疼点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得到
成长锻炼。 马云当年创业的初衷就是
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解决网商与
顾客的信任难题。 “民之所望，政之所
向 ”，这就是大势所趋 ，能够解决老百
姓难题的人， 必然会得到非同一般的
回报。

成为时间的朋友。 晚清名臣曾国
藩自 29 岁起， 就坚持每天写日记，一
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日， 岳麓书社出
版的 《曾国藩日记 》共计 200 万字 ，可
以说是晚清社会生活的一部小百科全
书。每天完成一个小目标，常年累月下
来，我们便可能成为时间的朋友，做出
令我们自己也惊讶的成就。 笔者始终
相信 ，天道酬勤 ，我们的辛勤付出 ，哪
怕在当下看起来没有作用， 但是成果
总会有一天与我们不期而遇。 “夫风生
于地 ，起于青苹之末 ”，千里征途始于
我们的脚下，从今天开始，种下一颗干
事创业的种子， 终有长成凌云大树的
一日。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
里。 我们有幸生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
代，努力创新 ，做有价值的事情 ，我们
就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不惧
风险，不惑干扰，把人生理想与国家复
兴、民族振兴结合在一起，我们将获得
推动事业永续发展的伟大力量。 心中
有宏伟蓝图，眼前有美好愿景，我们便
能越走越远、越走越强。

关注基层禁烟行动的落实效果

□ 莲都 邹成

近年来，随着控烟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公交
车、火车站、商场、影院等公共场所吸烟的情况
越来越少，“远离香烟”“拒绝二手烟” 逐渐成为
一种社会共识和风尚。然而，通过媒体记者多地
采访发现， 一些机关事业单位， 尤其是基层单
位，仍是吸烟的重灾区，不少公职人员在办公岗
位上饱受二手烟折磨。

笔者自己就是身处一线的基层工作者 ，对
于“烟雾缭绕”的办公环境是深有体会。 刚来工
作的时候，随处可见抽烟现象，两三个人聊天谈
事手里拿着烟，有些办公室内的“私人空间”充
满了“梦幻仙境”，各种大会小会上也弥散着令
人痛苦的“二手烟”。 有时候一些村干部来乡镇
里办事， 遇到干部就发烟， 有些村民来咨询事
情，即使自己不抽也会准备起来，认为这是必要
的“通行证”。

笔者认为，从主观层面分析，有些村干部习
惯难以改变，认为是“烟友”就有沟通的语言，就
能更有效地办事；有些村民的观念还停留在之前
的政府形象，还停留在“有烟万事顺利，无烟寸步
难行”的尴尬处境；有些不抽烟的干部碍于面子，
选择了沉默忍受。 从客观层面看，一方面是宣传
的单一化、流于形式、应付检查，出现一阵风现

象，另一方面制度标准难以衡量，可操作性弱，以及
基层的公共吸烟区没有发挥作用，形同虚设。

归根到底， 办公环境的好坏关系到工作心情
是否舒畅、工作是否高效，笔者认为禁烟行动在基
层落实是一场持久战，应该以上率下，树立为民服
务之心，自觉遵守办公场所不抽烟，别人分烟要制
止，着力扎紧基层“烟文化”的笼子，从观念上进行
彻底地改变。 上级部门也可加强对基层禁烟情况
的检查、暗访等，将禁烟效果列入考核体系。

让我们群策群力，共同行动起来，推动基层禁
烟行动落实落细，让“拒绝二手烟”成为一种社会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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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风险，不惑干扰，把人生
理想与国家复兴、民族振兴结合在
一起，我们将获得推动事业永续发
展的伟大力量。

核心观点

通过初心教育，可以驱散内心的杂念，杂念一少，初心就有地方
扎根，就有希望牢牢扎根。

核心观点

办公室环境的好坏关系到工作心情是否舒畅、工作是否高效。 聚
焦基层禁烟行动，让“拒绝二手烟”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