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亚茹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近日，央
视记者骑自行车追着采访 85 岁院士的
视频火爆网络。 看到这段视频，许多网友
瞬间泪目， 一位 85 岁的老人都这样拼，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原地踏步？ 对于珍惜
时间，大多数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85 岁的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
学院教授汪品先， 为节省 10 分钟的路
程，坚持冒雨骑车去学校。接受采访时，
他说：“我的生命是倒计时的，别的都可
以慷慨 ，钱也可以慷慨 ，时间我不能慷
慨。 ”

中国翻译界泰斗、 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也是这样的人。 退
休后的许渊冲少了教书工作对精力的抢

夺， 他的译作从先前的 20 余本在近 30
年中增长到 150 余本。 即使身体每况愈
下，100 岁的许渊冲依然坚持每天在狭小
的屋子里翻译莎士比亚作品。

他们对时间的珍惜和学术的热情让

人敬佩，似乎学术可以让人变年轻。 对时

间的重视和知识的推崇，怎么强调都不过
分，老一辈学者珍惜时间、专注学术的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才是我们最应该追
的星。事实上，时间管理是一种能力。对年
轻人来说，要树立正确的时间观，甘于寂
寞，静下心来沉淀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并把时间放在能使
自己获得长久满足感的事情上，这样才能
够充分利用时间， 使自己更富有效率、效
能，不虚度光阴。 就像汪品先教授和许渊
冲教授一样，因为热爱所以专注，因为专
注所以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我们的生活节
奏很快，时间被一件件接踵而至的事情
切割得零零散散 、支离破碎 ，连续性的
整块时间越来越少。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要学会充分利用碎片时间，比如在
等电梯、等地铁、乘公交车时，使用手机
阅读电子书、背诵单词、浏览新闻。 这些
零碎的时间虽不起眼，但被重新聚合之
后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 不积跬步，无
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实际
上，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就是这
些碎片时间。

一 年 不 过 365 天 、8760 小 时 、
525600 分钟、31536000 秒， 一生不过平
均 76 年、27000 余天、66 万余小时、3990
万余分钟、23 亿余秒， 对未知永远充满
好奇，对远方永远热泪盈眶。 希望每一
个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都可以不忘初

心，工作再忙，也要不负好时光。

莫负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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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丰

“00 后步入职场”近期成为公众热
议的话题，这其实意味着，社会正在试
图归纳出这一代人的群体特征。

00 后从出生起物质生活就得到了
充分保障。 丰裕的生活体验使得 00 后
不再是追求物质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更
注重精神需求和自我实现的理想主义

者。 他们可以“用爱发电”，围绕着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画出一个又一个亚文化

圈层，在虚拟空间中寻到归属感和认同
感；他们开放而包容，以强大的学习能
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吸收来自全球的流
行元素， 同时也偏爱国潮文化符号；他
们热衷于追求生活质量，看重消费中的
个人感受，乐于尝试彰显个性、本真的
小众品牌。 在大众的眼里，00 后是特立
独行的新一代，也是充满着理想主义色

彩的年轻人。
随着第一代 00 后大学生进入职

场，对他们的讨论就有刻板化的趋势 ，
“不服从、不加班、不熬夜”似乎成为他
们职业表现的代名词。事实上，00 后毕
业生面临着许多外在压力 ， 一方面是
大学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 ， 就业岗位
竞争激烈； 另一方面是在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生产性
企业招聘趋于谨慎， 就业岗位供给有
限。 根据 2022 年《社会蓝皮书》公布的
最新调查数据 ， 仅有 45%的大学毕业
生对就业表示满意， 毕业半年内跳槽
的比例超过了 21%， 只有三分之一左
右有 3 年以上的长期职业规划 。 面对
就业质量不高的困难 ，很多 00 后开始
走向现实， 更青睐在稳健型单位和大
城市就业， 以期获得更稳定的就业收
入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有 47.7%和

18.6%的人把工作的收入水平和发展
空间放在首位， 只有 6.1%的人把个人
兴趣作为最重要的择业标准。 可见，站
在从学校到职场的人生转折点 ，00 后
有相当务实的一面， 也在克服种种困
难完成自己的社会化。

其实，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
趋势来看 ，00 后有着 80 后 、90 后无法
比拟的优势，也有着更加良好的职业前
景。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持续增大和产
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高
层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 而 00 后是
接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一代人 。 同
时，00 后还是自带创新基因的一代人，
他们从小就把兴趣爱好作为学习和求

知的原动力，也天然掌握了网络等新技
术的使用手段，眼界开阔、乐于实践、追
求创新，而创新已经成为主导未来世界
经济发展方向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的

最重要力量。 可以说，在中国一代代仁
人志士不懈努力的基础上，新时代赋予
了 00 后放飞梦想的可能和实现人生价
值的舞台。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塑造有助于 00
后实现自我 、 创新成才的职场空间 。
2021 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
“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
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
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
挑大梁、当主角。 ”对于初入职场，依然
棱角分明、有待磨砺的 00 后，社会大众
“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
用一把尺子衡量”， 更多尊重他们的个
性和兴趣，激发起他们自我实现和自我
创新的内驱力，引导他们做一个实干的
理想主义者，脚踏实地地追赶着时代前
进，承担起中国发展的重任。

（据《光明日报》）

1 月 10 日 0 时～24 时，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192 例。 其
中境外输入病例 82 例 （上海 27
例，广东 18 例，福建 10 例，天津 8
例， 浙江 7 例， 广西 5 例， 四川 2
例， 云南 2 例， 北京 1 例， 江苏 1
例，河南 1 例），含 8 例由无症状感
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浙江 3 例，天
津 2 例，广东 2 例，河南 1 例）；本
土病例 110 例（河南 87 例，其中许
昌市 74 例、郑州市 11 例、安阳市 2
例；陕西 13 例，均在西安市；天津
10 例，均在津南区）。无新增死亡病
例。 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38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370
人，重症病例较前一日减少 6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1130
例（其中重症病例 3 例），现有疑似
病例 1 例 。 累计确诊病例 11770
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10640 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 1 月 10 日 24 时， 据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报告 ， 现有确诊病例
3458 例（其中重症病例 21 例），累
计治愈出院病例 95874 例，累计死
亡病例 4636 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
例 103968 例，现有疑似病例 1 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1458340
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45090 人。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 50 例 ， 其中境外输入 39
例，本土 11 例（均在天津津南区）；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8 例（均为境外
输入 ）；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20 例
（境外输入 18 例）； 尚在医学观察
的无症状感染者 721 例（境外输入
681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

诊病例 30265 例。 其中，香港特别
行政区 12792 例 （出院 12296 例，
死亡 213 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79
例 （出院 77 例）， 台湾地区 17394
例（出院 13742 例，死亡 850 例）。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
网站）

1月 10日 0时～24时，全省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 87例 （郑州市 11例，
安阳市 2例，许昌市 74例）；新增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病例 1
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和疑似病
例；2例本土确诊病例治愈出院。

2020 年 1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24 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
诊病例 2029 例 （本土 1890 例、境
外输入 139 例），现有住院病例 400
例（本土 386 例、境外输入 14 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56825 人，
正在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7464 人。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00 后步入职场”值得期待

截至1月 10日 24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截至 2022年 1月10日 24时
河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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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 月 10 日从教
育部了解到，教育部近日
印发《普通高中学校办学
质量评价指南》，强调遵循
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 加快建立以发展素质
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中学

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切
实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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