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不酷了 为何我们还在
晏秋秋

新民随笔

    “这个行当已经不酷了。

你为什么还要当记者？ ”

这个“灵魂拷问”，是上周

我在参加一个活动时被一个
“学生记者”问起的。 听到这个

问题，四周一片笑声，我也心里
一颤。

是啊，为什么呢？

我当然不会说， 不当记者，

我就做不了什么了。 超过 20年

的记者生涯中，我真的见过许多
同行离职后干得风生水起。 不

过，也有不少同行，去职后灰头
土脸。

记者这个职业，个人能力是
可以得到平台加持的。而很多时

候，个人离开了平台，又不能克
服“眼高手低”的毛病，那么梦想

就容易和现实脱节。

脾气性格，是个人因素。 一

些记者拒绝有诱惑力的年薪，更
大的原因在于，这个行当，依旧

能给人新鲜感。 每天接触不同
的事，不同的人，那心就不容易

老。 而人到了耄耋之年，区别大
概就在于职业记忆。有的人经历

得多，回忆多，那就不感到枯燥，

生活质量也高。

上述两个原因， 有点功利。

养家糊口、丰富阅历，人人都需

要。但这么多人坚持在记者岗位
上，归根到底，还是这份工作，会

给人使命感，所谓“宇宙不重启，

记者不休息”。

社会的每一个变化，时代的
每一次前行，记者都是春江水暖

的那一只忙碌的鸭子。 有的时

候，一两篇“出圈”的文章，就能
让许多老百姓获益， 甚至改变

社会前进的方向。 如果一名记
者，随时能记得新闻理想、人民

情怀， 那就能一直享受表达的
快感， 享受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不断收获。

今天是记者节。绝大多数记

者在今天不会休假，也没奖金可
拿。 朋友圈里，记者们相互开着

玩笑：大风起兮云飞扬，我在风
里写稿子； 洛阳亲友如相问，就

说我在写稿子； 欲穷千里目，我
在写稿子……没错，随着融媒体

的崛起，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记
者这个行当，已经不是年轻人首

选的职业了。 但这并不代表，这
个时代不需要记录者。

记者节， 我也想和同行们
分享———要是厌烦了， 转身离

开就好，别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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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有一支特别的科研团

队，他们开发的新一代航行补给系
统为中国海军走向深远海提供了重

要保障……他们就是中国船舶集团
704所海上保障项目团队，一群用青

春和汗血铸起“海上生命线”的科技
工作者。

不畏艰难 上下求索
“兴船报国、兴装强军”，704 所

海上保障项目团队以缔造先进装备

为目标，“十年磨一剑”，使我国成为
世界上能独立研制特殊保障装备系

统的少数国家之一。

科研设计阶段，为了早日攻克
关键技术，将设计思想转化为图

纸、样机，项目组展开与时间的赛
跑。研究国外资料，经常挑灯夜战；

为保证节点，团队成员连续几天加
班到深夜；无法回家，哪怕在隆隆

机器旁，将就着睡两三个小时，醒来

再干……
系统某关键部套接口型式的选

择及确定过程中，需要对两个不同
研制团队的方案进行试验验证。项

目组顶住压力，经历三次陆上试验

和海上终极比拼。整个试验中，他们

的装置实现功能性能与设计指标完
全一致，且具有良好适应性，相对于

另一参试单位的装置优势明显，得
到了各级专家和船员的一致好评。

“一索架两船，天堑变通途”，看
到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后，项目总设

计师有感而发：“装置就像自己的孩

子，看着他一天天长大，每一步脚印
都凝聚着父母的心血。”

收获满满 勇攀高峰
装备安装调试过程中，现场条

件异常艰苦。为了第一批部套件的

出厂调试、试验工作能按要求在春
节前交付，项目组男子汉们在冰冷

通风的车间里调试液压系统，一干

就是一整天，厚棉衣也难挡瑟瑟寒

风，手脚冻得红肿，却无半句怨言。
护航任务中，从上船开始，项目

组的一位年轻人就在工作本上记下
装备的检视、使用、维护及保养情

况，为开展设计改进、优化提供了坚
强有力的数据保证和支撑。几年来，

他坚持利用现场指导的时机，把自

己积累的丰富的设备故障预判经

验，传授给年轻的战友。
十年来，团队中多人被评为所

先进、所表扬及青年岗位明星，营造
了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站在新起

点，勇攀新高峰，704所海上保障项
目团队将不断开拓进取，拼搏奉献，

引领行业发展，支撑国防建设。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为海军迈向深蓝奉献
———记中国船舶集团704所海上保障项目团队

    如何推进校内外协同育人？如

何让校外培训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前昨两天，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

学研究所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
上海市培训协会以“校内外协同育

人：课程与教学领域的跨界合作”为
主题，举行第 19届上海国际课程论

坛。来自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及世

界各地的多位专家学者和教育政策
制定者，分享了国际组织、重点国家

与地区关于校内外协同育人的新理
论、新实践。

昨天，华东师大国际校外教育
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钧燕报告了一

项义务教育阶段家长关于“双减”的
问卷调查结果。全国 28 个省市

3633位家长参与了调查，覆盖公办

学校、民办学校和国际学校，并搜集

到 2000多条家长们对“双减”的真
实感想。这也是由权威教育研究部

门所做的首份“双减”实施情况调
查。结果发现，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课后服务品质及多样性、
校外培训规范治理等都有很高期

待，同时也对“双减”政策下孩子的

日常学习生活和长远教育发展有诸
多焦虑。家长担忧的问题主要是：

“孩子的作业负担是否真能减轻？”
“作业减少后，知识能掌握扎实吗？”

“减负后省下的时间应该如何安
排？”“学校作为教书育人主阵地，真

能保证孩子学足、学好吗？”“我家孩
子不补课了，别人家孩子却偷偷在

补课，怎么办？”“没有了培训班，家

长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又无法胜任辅

助孩子的学习，怎么办？”……
调查还发现，部分家长对限制

校外培训时段等具体治理措施仍持
观望态度，且有一些家长依然坚持

给孩子寻求校外学科类补习培训。
但家长们也坦言，周中和晚上去培

训班的做法，让孩子生活节奏更加

紧张，学习时长更长，孩子也更累。
此外，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出现一些

“新变种”，比如“高端家政课”就很
难被监管到，使得家庭经济负担更

重。甚至还有部分家长选择“秘密寻
求培训服务”，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

家长，热衷这类服务的比例越高。
针对家长们的普遍焦虑问题，

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高

德胜在论坛上提出一个“家庭作业

的伦理”拷问。他认为，以往对家庭
作业的研究总是纠缠于“作业是多了

还是少了”的问题，这种视角掩盖的
问题甚至比发现的问题还要多。从伦

理关系来看，家庭、学校、社区是不同
的伦理实体，各有各的功能和职责，

不能互相替代。研究家庭作业，最重

要的是要看家长给孩子布置的家庭
作业在施行过程中的伦理后果。家庭

作业的普遍盛行和长久施行，使家庭
变成“附属学校”，使家长变成“助

教”，使学生变成没有下班时间的“上
班族”，使学校没有了边界，责任没

有了尽头，还使社区变成了“学区”，
即出现了“社会学校化”的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监

测报告高级研究专员普里雅 ·乔希，

从公平和制度的视角展示了全球校
外补习现象，分析了校外补习扩张

的原因，以及校外补习对学业成绩
和满意度的影响。她提出，有必要加

强政府对课外补习的有效监管。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

说，当下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的界

限日益模糊，校外教育已不仅仅是

学校教育的补充，横亘于二者之间
的壁垒正在消解。政府举办的校外

教育单位，应该在校外教育领域发
挥主导和引领作用，首先是要成为

倡导新理念、坚持公益性、运用新
技术、创立新模式的先锋，其次是

要坚持“五育”并举，培养青少年的

核心素养。 首席记者 王蔚

权威教育研究部门首份“双减”情况调查报告出炉

家庭非“附校”家长亦非“助教”

■ 团队开展装备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