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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高考前一天，北大教师韦东奕开设抖音账号，随后

该账号三天涨粉超千万，创下互联网涨粉奇迹。无数

考生家长涌入该账号，评论区秒变许愿池。

一条仅4秒的自我介绍视频为何能引起全民关注？

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公众对“偶像价值”的集体觉醒，更是

一场关于时代精神坐标的深刻解读。韦东奕的爆火并非

偶然，他“月均300元生活费”“常年以馒头矿泉水充饥”

的极简生活，与“IMO双满分金牌得主”的学术光环形成

剧烈反差，这条视频成功击中了高考前夕一些家长与考

生的深层焦虑——对高考成绩的美好期盼，韦东奕的纯

粹学者形象恰好成为寄托期待的偶像。

帆布包、矿泉水瓶接温开水、老年机，韦东奕俭朴

的生活方式让浮躁的人们得到净化。拒绝哈佛邀约、

拒绝直播带货、拒绝社交软件，韦东奕用实际行动证

明，真正的价值无需依赖流量变现。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一些顶流明星在网上发布精修视频，但获得的

关注和点赞却寥寥无几。韦东奕单条视频两天点赞能

破千万，反映出的是公众追星回归理性，真实的生命质

感，更能打动人心。

韦东奕并非孤例。哈尔滨理工大学教师王晓琮专

注教学，上课从不带书、视名利为浮云，带领学生多次斩

获国际数学建模大赛奖项；中国科学院院士卢永根将毕

生积蓄近千万元捐给教育事业，自己却住在简陋宿舍。

这些“学术扫地僧”专注的工匠精神，折射出在当下快节

奏的社会中，静下心来深耕一域的珍贵与难得。

韦东奕的此次爆火，标志着流量场域正在进行一

场静悄悄的变革，未来当对学者和科学家的讨论热度

超越明星穿搭，当科普知识分享的硬核内容收获百万

点赞，社会集体的认知水位将不断上升。

调查显示，公众的媒介素养正在进化。越来越多

的网络原住民认为“学习型内容更能体现账号价值”，

娱乐内容被归为“可替代性消费”，学术内容则被视为

“能沉淀认知资产”的投资。真正的偶像，未来将无需

迎合算法、无需制造人设，仅凭对知识的虔诚与对自身

领域的纯粹钻研，便能赢得尊重。

当更多“韦神们”成为平台顶流，当“学术破圈”取

代“颜值经济”，这将会给网络空间带来一股清流。

来源;河南日报

“韦神”涨粉超千万，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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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南考生而言，往年

的 6 月 9 日，高考已落下帷

幕，但今年不同，战线拉长1

天，奋笔疾书仍在继续。

无论考前考中还是之后

的志愿填报，这段时间，考生

心理难免紧张、波动，不过一

考不可能定终生，考好了固然

可喜，没考好也绝不意味着山

穷水尽。人生路千万条，每一

段都有不同的风景，如今社会

更加开放多元，实现个人价值

与理想的途径也越来越多，高

考虽然重要，但对人生走向的

影响并非决定性的。

伴随莘莘学子走进考

场，也打开了人们的记忆匣

子。对很多人来说，高考总

是让人念念不忘，甚至历时

越久，对它的记忆越是清晰

且回味悠长。勾勒关于这场

大考的集体记忆，高考不单

单是一场考试，它诠释了一

种奋斗方式。

回想曾经冲刺备战的情景：在天蒙蒙亮时放声

背书，一次又一次与三角函数、立体几何、完形填空

较量到凌晨，大拇指在经年累月的奋笔疾书中磨出

了厚厚的茧……寒来暑往、挑灯夜战，与时间赛跑、

和题海为伴，少年的书桌上没有虚度的光阴，苦是真

的苦，但日复一日的努力，时间会给出答案，执汗俯

身的日常，终将成为游刃世界的擅长。

高考不是一份判决书，并不能在短短两三天里

决定一个人未来的人生走向。人们热议高考，既是

对越努力、越幸运的价值认同，更在于它也像一个路

标，指向人生崭新的下一程。

经历过这场大考，曾经在父母、老师庇护下成长

的少年，将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人生方向盘”握在自己

手中的分量。高考就像一段陡峭但难忘的上坡路、一

座名为“自我”的山峰。这条路上，有迷茫和彷徨，但

更多的是一份誓要往更高处去的意志，尽管十几岁的

少年可能说不大清楚更高的峰究竟是什么模样。仔

细想想，其实，并不是高考改变了命运，而是它见证了

拼搏的汗水，见证了许多人勇于改变命运的时光。

高考一战，人生一站，不管是否考上大学，也不

管考上了什么样的大学，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结

果。在这个知识快速迭代，需要终身学习的时代，一

个人能否成才，关键不在于是否上大学，而在于有多

少真本领。

长期来看，强大的精神内核、旺盛的求知欲与进

取心、稳定的情绪等，可能比一张成绩单对人生的影

响更大。学习的能力、知识的力量是间接且无形的，

它不会直接帮助我们走上人生巅峰，但无论是否经

历高考洗礼，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事物，我们

都需要保持求知的态度，不局限于书本和课堂，在广

泛学习中积累知识、增长才干、练就本领。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愿每一位考生合上笔盖

的那一刻都有战士收刀入鞘的骄傲。同时也不要忘

了：人生的马拉松，没有任何一段的加速能决定成败，

一时的先后也决定不了最终胜负，但你迈出的每一步

都算数。毕竟，能改变命运的，永远不是一张录取通

知书，而是那个全力以赴的自己。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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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美颜滤镜能让照片光彩照人，也可能模糊真实面

容。在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热衷于给问题和成绩加“滤

镜”，看似美化了工作成果，实则掩盖了矛盾。唯有摘下

“滤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问题，才能推动事业行稳

致远。

既要正视成绩，也要直面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成绩是奋斗的见证，二者皆是工作的重要部分。若用“滤

镜”虚化问题，对“中梗阻”视而不见，对急难愁盼充耳不

闻，问题便会滚雪球般越积越大，演变成阻碍发展的“拦

路虎”；而用“滤镜”美化成绩，只报喜不报忧，不仅会让人

迷失方向，更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既要看清表象，也要洞察本质。有的地方经济数据

亮眼，却以高耗能、高污染为代价；有的项目看似推进顺

利，实则存在隐患。这警示我们，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

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听真话、察实情，不被精心

修饰的材料所迷惑，不被虚假繁荣的表象所蒙蔽。只有

找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既要敢于揭短，也要善于补短。敢于揭短是勇气，善

于补短是能力。热衷于用“滤镜”粉饰工作，说到底是缺

乏担当精神。然而，问题不会因掩盖而消失，矛盾不会因

粉饰而化解。发现问题后，更要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不断

改进工作方法，让每一次揭短都成为进步的契机，让每一

次补短都成为发展的动力。 来源：人民网

敢于揭短 善于补短
◇ 雷枭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十五

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

一起来”“以多种方式听取人民群

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国家发展规划，以人民为旨

归。听民声、察民情、访民意，了

解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不

断将其融入国家发展的顶层设

计，才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

子。对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

事事有回应，让“党和政府要干

的”与“老百姓心里盼的”紧密对

接、同频共振，就能画好最大同

心圆。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

群众中来。”科技成果如何加速转

化为新质生产力？新就业群体怎

样更好融入基层治理？如何写好

“人文经济学”大文章？尊重群众

首创精神，坚持眼睛向下、广泛凝

聚共识，充分吸收基层经验、一线

答案，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加

在一起，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五年一个规划，五年一个台

阶，一步一个脚印，致广大而尽精

微，发展规划的导向性、连贯性、

稳定性，将指引我们不断创造发

展奇迹。 来源：人民日报

坚
持
问
计
于
民

广
泛
凝
聚
共
识

□
何
常

■社会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