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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闻晨报报道，教育部日前在答复全

国政协委员有关提案时表示，将更多注重学

生“阳刚之气”的培养，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

体育锻炼和心理健康协调发展。

这方面全社会确有共识，那就是青少年

教育中增加阳刚之气的培养很有必要。阳刚

之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男性化。事实上，不

论男生女生，都需要培养阳刚之气。

阳刚之气有更丰富的内涵，责任意识、担

当意识，团队意识、自强精神、合作精神、锐意

进取的创新精神，都是阳刚之气的重要组成

部分。

想明白了这一层，操作起来就会少一些

盲目性。

上述种种阳刚之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培养之路，显然不是课堂上讲讲课，老师反复

强调几句，就能无中生有，而是需要在活动和

实践中一点点培养起来，需要阳光也需要经

历风雨。

体育课和军训是培养的一种方式，但它

们毕竟不可能承担如此多的功能，这就需要

老师和学校设计更丰富的校园环境，提供更

多的成长模式。同时，也需要教育大环境的

配套，比如户外的集体活动能不能更多一

些？对挫折教育的容忍度能不能更大一点？

在文化课的学习中多强调一些英雄气，多讲

一些团队合作的故事等等。

还有那个老话题，自信心培养很重要。

君不见，我们的青少年在各种诉诸笔墨的国

际大赛上都有不俗的战绩，屡获第一，但很多

孩子讲话轻声细语，不擅于表达，害怕表达。

不少国外的孩子虽然成绩未必耀眼，但在表

达上起码是自信的。这份自信正是阳刚之气

的体现。

再说得开一点，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通过

影视等渠道多给孩子们展示一些刚健质朴的

形象，少一些阴柔躲闪的案例，是不是更能激

发他们的责任意识呢？这种潜移默化的影

响，万万不可轻视。起码，影视作品中不要总

是一昧出现“阴柔的小丑”。

说到底，阳刚之气这个话题之所以引起

广泛关注，还是因为社会对青少年有更多的

期待。所谓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事关国家

的未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需要早作规

划，早作筹谋，才能在未来结出硕果。

“阳刚之气”，需要阳光和风雨来培育“阳刚之气”，需要阳光和风雨来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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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需要
早作规划，早
作筹谋，才能
在 未 来 结 出
硕果。

随着春节临近，人员流动的压力加大，各

地疫情防控的政策密集出台。其间，一些土

政策也在悄悄冒头——层层加码，搞一刀切，

给群众出行设置了一些不必要的障碍。

在 1 月 31 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对北京

市以外的省份明确提出“六不准”：不得随意

禁止外地群众返乡过年，不对返乡人员实施

集中隔离、居家隔离措施，不对低风险地区跨

省流动到城市的非重点人群进行核酸检测，

不对省域内低风险地区返乡的非重点人群查

验核酸检测证明，不对省域内返乡人员进行

居家健康监测，不得随意延长居家健康监测

期限。还对近期部分地方在执行返乡防疫政

策时出现的“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现象明

确表态：这既是一种“懒政”，也是对宝贵防疫

资源的浪费。

就地过年是一种重要的疫情防控方式，

是对疫情防控的支持。但不能过度执行，擅

自加码、层层加码，甚至“一刀切”地阻断人员

出行返乡是不允许的。各地各单位有必要清

理一下自己的措施，看看是否符合要求，是否

符合疫情防控的真实需要。

这是新冠疫情阴影下的第二个春节。从

全国整体情况看，目前疫情在控制之中，一些

地方零星出现的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分

级分类的就地过年政策，就是针对当前情况

出台的举措，大家依据不同风险级别行事即

可，没有必要人为“加码”。

去年春节期间出现过擅自加码的现象，

一些道路被阻断，一些县界市界被封闭，有些

地方性限制措施甚至出现地域歧视的苗头。

这或许可以归因为当时大家对病毒的传播方

式、传播能力、如何控制都有不明之处，紧张

过头，但经过这一年的防控，我们对新冠病毒

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制定的防控

措施也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有一支训

练有素的防控队伍，有充足的防控物质供应，

现在不应该陷入盲目的紧张之中。

应该把精力放在就地过年的保障上。要

做的工作非常多，物质供应、交通出行、货运

物流、工资休假、文体休闲、关爱帮扶等等，每

一项都很艰巨，事关就地过年的幸福指数，需

要全力以赴。

特别是一些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

就地过年意味着这个春节要多出数十万甚至

百万人口，对城市的供应能力和服务能力提

出了巨大的挑战。物资供应准备得怎么样？

如何让菜篮子有效地运转起来？如何保持物

价的稳定？有没有紧急预案？需要当地管理

者来交出一份能对得起大家的答卷。

跨省跨市的出行需求被遏制后，短途出

行可能激增，城市周边景点可能爆满。为了

有效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管理者也得制定

好限流的方案。

让就地过年的人把春节过好了，他们远

在故乡的亲人才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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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道一是一名

短视频平台主播，和编导兼摄影师小李一起

运营“道百万的锅”短视频号，拍摄地点在农

贸市场。在视频里，道一总是买摊主的蔬果

菜品，在现场做新鲜菜肴“卖”给路人和摊

主。当然，“卖”其实是送。他这么定位自己：

菜市场创业小青年；小目标创收一百万，每天

一个发家小绝招，菜市场阿姨最爱的靓仔。

这是一个有趣的奋斗目标。

“道百万的锅”火了，这就有了赚一百万

的基础。但更大的看点在于：他美院毕业，出

来创业，值得吗？我觉得，必须为这个小青年

的“转身”点个赞。

我见过美院出来的人在别人的婚礼上做

沙画挣钱的，也听一个网约车司机说起过美

院学习经历，因此，我丝毫不奇怪美院这块牌

子下面，会出现多种“经营人生”的可能。换

句话说，美院和所有院校一样，代表着一段学

习生涯，此后你的命运，其实并不取决于你是

否经历过美院的日子。一个人能否成功，或

者说，一个人能否活出自我，活出尊严，很大

程度上靠的是一个人的自立与激情。

在这个价值观越发多元的时代，相信道

一再也不会遭遇当年加诸北大毕业生陆步轩

身上的舆论压力。那个十几年前被人指指戳

戳的“猪肉哥”，后来以取得巨大成功、向母校

捐赠巨额款项的方式，回敬了“读书无用论”，

纠正了某些人僵硬保守的职业观。从另一个

角度看，人们对于高材生是否该创业、如何创

业的看法发生了巨变，表现得更为宽容，一如

道一父母对道一创业所持的温和态度。

道一的生存方式，有别于“老一代”创业者

的生存方式。他运用的是新媒体时代、直播时

代所赋能的手法。在成为“道百万”之前，大学

四年里道一已经有了一个微博账号，成为一名

百万粉丝级的美食博主。这意味着他比很多

前人所经历的“事业波”更为奇巧、轻盈。

把“主战场”选在菜市场，体现了这一代

创业人潇洒不羁的一面。但细想便知，出于

人气的考虑，这样的选择是非常精明的。凡

此种种，都有力地印证了，自立而富有激情的

他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何况，他在美院

学到的知识，已经完美地用于视频的拍摄编

辑中。正如陆步轩把自己在北大学到的知识

用于管理公司。

道一的故事可以成为更多年轻人在规划

人生时的参考样本。尊重他们的选择，是社

会该有的心胸；向人生探究无限可能，把人生

的价值更多显现于自己的探索与实验中，是

一代青年该有的气魄。再陷于美院毕业该不

该到菜市场创业的所谓讨论，其实已经没有

太大意义。

美院生到菜场创业，同样是美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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