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孝明

“直播带人”的视频火了。视频中，李老师化身主播，手持用

硬纸卡制成的学生简历，向社会推荐优秀学生。一个半小

时直播，李孝明推荐了该校园的 8 名学生，有 4 名学生收到

了企业的面试邀约，其中1名研究生将去一家世界500强企

业面试。直播结束后，还有外省企业打电话来商谈招聘事

宜。很多网友留言表示被李孝明关心学生的举动感动，说

他就是那种“别人家的老师”。

这些具体的数据和反响，仅仅体现了“直播带人”部分

价值。“直播带人”背后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视为一种

责任与权利关系的范本。

当李孝明手持用硬纸卡制成的学生简历 ，面对镜头介

绍、推荐某个学生时，他与这个学生就形成了“一对一”的关

系。意味着他用一个教师、大学二级学院负责人的个人信

誉，为这个学生的基本素质、专业水准作担保——这是责任

的人格化。

一般的招聘会形式，由学校而非学校某个负责人，把毕

业生“打包”整体推出，学生个人状况如何，由用人企业自行

考察、鉴别。毕业生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时，学校有关负责人

用不着出现在他们中间，“个人”在责任链中是可以缺席

的。由学院领导个人面对社会、面对企业，把某个特定的学

生推荐给企业，这种方式更能让企业感到放心踏实。因为

这样的“直播带人”的实质是个人担当。

李孝明说，他上直播间，是要帮助学生找到满意的工

作。其实，这也可以视为李孝明对企业、社会的承诺：他推

荐的学生也是企业满意的人才。直播间的功能是“带人”，

而“带人”的前提是“育人”：教师对教学质量负责，学生对自

己学习行为负责——先要有这两个“育人”责任环节，才能

“带人”。

如果一个学生接受了李孝明的推荐，并通过面试愿应

聘于某个企业，他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比如

不能在职场中摆烂，要对学校负责，对推荐他的李孝明老师

负责，也要对企业负责。只有每个个体的责任与权利之间

大体平衡，全社会的平衡才有可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应

该大体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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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已近百年的斯民小学是诸暨的一

所乡村小学，这几年，来就读的孩子明显变

多，而且很多还是来自城市。无独有偶，在

离斯民小学 100 多公里外，淳安县富文乡中

心小学的100余名学生中，有40多名外地学

生，来自全国15个省份。

当教育“内卷”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为

何反其道而行之，到乡村就读？斯民小学

们，有什么特殊魅力？两所学校，当然各具

特色，之所以能吸引城里孩子到乡下上学，

或许可以归结为“外在美”和“内在美”两个

方面。

作为一所百年村小，斯民小学略显古老

的木砖结构教学楼，彰显了其深厚底蕴。富

文小学与众不同的校舍，则由中国美院的老

师设计，颇有点梦幻感觉。现在的学校，大

多拥有崭新漂亮的校舍，但往往大同小异，

缺乏特色。相比之下，斯民小学和富文小学

无疑在“外在美”上胜人一筹。

最关键的，当然是“内在美”，即其独特

的课程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不只是一

场简单的“反内卷”试验，更彰显了允许孩子

多元成长的魅力。

富文小学倡导“为生活做准备”，常常与

乡村劳动、时令节气、民俗文化等元素结合

起来，开设了竹玩、园艺、二十四节气等课

程。而在斯民小学，上午学习规定的学科知

识，下午开展由学校、家长、社会机构三方共

建的美育课课程，如书法、绘画、音乐等⋯⋯

这种“由内而外”的美，不就是教育原本该有

的模样吗？孩子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何愁不

能快乐成长？那些在城市里深受教育“内

卷”之苦的家长为何把孩子送到乡下，原因

不言而喻。

城里孩子到乡下上学，可以复制吗？

几年前，媒体曾报道过一所类似的“网

红学校”——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的范家小

学：孩子们可以任意在室外玩耍，有三分之

一的课在室外进行，包括体育课、自然观

察、乡土课程；学生的分数变得不那么被看

重，玩耍成了必修课；放学后，当别的孩子

走进辅导班，或是熬夜写作业时，范家小学

的孩子们却在走向山林田野，或已然进入

梦乡⋯⋯范家小学“走红”后，还吸引了一些

城里孩子选择来这里入学。

三所乡村小学，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

都让教育回归了育人的本质。这样的“放

养”模式，其它学校难道就没办法学习吗？

在教育竞争激烈 的 大 环 境 下 ，处 在

“偏远”地带的乡村小学，面临的压力相对

要小一些，完全可以借鉴学习。这几所“网

红”学校，给乡村教育提供了新范本，最起码

可以让乡村小学明白，该如何在“小而美”上

发力。

“半天不上学科课程，在之前的学校想

都不敢想。”城里孩子到乡下上学后，不少孩

子身上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期待不拘一

格的课程设计和孩子们在乡间小道上奔跑

的情景，能打动更多的家长，涌现更多的乡

村“网红”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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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解决航班延误问题的“好办法”，被网友发现了。近

日，一乘客发布视频称，山东航空一航班延误。因要到济南转

机，他向航班人员求助“让机长开快一点”。最终航班提前20分

钟到达，并让乘客在五分钟内进行了极限转机。该视频引起网

友热议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对飞行安全问题的担心。

根据山东航空发布的航班信息，该航班因空域问题调整，

实际起降时间其实提前了19分钟。那么，提前的这十几分钟到

底合不合理，有没有安全问题？这就要看条件允不允许，有没

有对正常的飞行秩序构成影响了。对此，山东航空也回应，该

航班机组在空管指挥下，严格按照民航安全规范和山航运行规

范执行航班任务。

可见，更改飞行时间必须在确保安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

进行。这里面有一套非常复杂的沟通运行机制，相关流程都在

严格的控制之中，航空公司没有最终决定权，并不是机长想怎

么做就怎么做，也不是加个油门踩个刹车这么简单的事情。安

全至上才是第一位。

山东航空对这趟航班的处理是个案，有其特殊性。具不具

备推广价值，网友所说的用“飞快点”来解决航班延误问题的设

想到底可不可行，需要航空公司、监管部门和专家一起作出专

业评估。机场运营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频繁更改不可想象。

我们应该尊重飞行计划，在确保安全和有序的基础上谈航班延

误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谈飞行速度。

同时更要看到，一直以来大家对航班延误议论很多，特别

是航空公司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让乘客不满。飞行计划一改

再改，却缺乏解释说明，与乘客沟通不足，安抚乘客的手段简单

粗暴，航空公司态度傲慢。这些服务细节导致了矛盾的升级。

所以，与其想着让飞机飞快点，不如多想想怎么提升服务

效率，怎么解决延误时改善乘客乘机体验的问题。山东航空

用了五分钟就帮助乘客完成了转机的过程，可见提升服务效

率、服务质量，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航空公司不妨在这些方

面多想想办法。

难能可贵的是，山东航空不仅在以人为本和飞行安全上做到

了兼顾，在事件发酵引发公众对飞行安全的担忧时，也将相关信

息及时告知了大家，让大家得以根据这些信息客观判断。信息公

开，这是打消公众疑虑，取得公众谅解和支持至关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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