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门槛 王铎/漫画

降低转专业门槛还需理性看待

“国家喊你减肥啦！”是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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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出门在外的

老年人都能及时得到帮

助，社交网络上，一份自

发形成的“在外互帮父

母协议”悄然流行。没

有约束条款，甚至缺少统一内容，这份协议却

得到了众多网友的留言支持，纷纷表示“自愿

签署”，并分享转发，呼吁大家出门在外，都尽

己所能伸出援手。（6月27日《人民日报》）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那要

是父母要出门呢？“在外互帮父母协议”给出

了一个新思路——“这一次我来帮助你的父

母，下一次你帮到的或许就是我的父母”。当

你在外面对着别人的父母行举手之劳时，你

的父母或许也将在出行期间得到其他人的帮

助。相信很多人都清楚，这份所谓的协议并

没有法律效力，无法形成行为约束。但这样

一份“君子协定”，为何仍能让无数年轻人“上

头”？说到底，无非是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路过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

其家人的牵挂和惦念。无论是在爬楼梯时帮

拿重物的老人搭把手，还是进出地铁站时给

旁边的老人找乘车码，这种互助的良性循环，

既体现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美德，

也让善意与关怀在接棒中传递。

可以说，透过“在外互帮父母协议”，我们

既能看到年轻人富有同理心的可爱，也能感

受到社会上正能量的汇聚。不过，这背后同

样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出门在外的老年人，是

引发公众忐忑与担忧的“重点对象”。事实

上，这也并非部分子女的杞人忧天。日新月

异的变化下，年轻人都可能手忙脚乱、应接不

暇，更何况是生理机能下降，对新鲜事物学得

慢、记不牢的老年人。一旦孩子不在身边，层

层“上链”、处处“挂网”的“互联网+”，都可能

让他们无法畅享科技变革带来的便利。

必须认识到，“在外互帮父母协议”只是

一种倡导呼吁。想要帮助留守老年群体乐享

生活，仅靠“在外互帮父母协议”显然不够，还

需官方前来“搭把手”。比如，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适老化改造，让无障碍通道、进出

口扶梯成为地铁站标配。再如，精减各类

App、小程序。缓解每到一个景区就要关注

一个公众号、去不同的城市更换不同的乘车

码等应用操作难题。与此同时，也要在服务

上做加法。比如，在地铁站、景区等位置增加

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岗位，让“在外互帮父母”

多点人手。 刘硕

6 月 25 日左右，全国各地陆续公布高考

分数，随之而来的志愿填报及录取是很多考

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近日，不少高校在

2024本科招生政策发布会上介绍了学校本科

生转专业的新规，进一步降低学生转专业申

请门槛，政策灵活度更高，可选择次数更多。

（6月30日《央视新闻客户端》）

降低转专业门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

趋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理念的更新，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

的个体，他们有着不同的兴趣、能力和职业规

划。因此，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让他

们能够在大学期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专业方

向，是十分必要的。不少学生在高考填报志

愿时，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选择到最适合

自己的专业。而转专业政策的放宽，给了他

们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大学

期间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转专业并非一蹴而

就的过程。学生需要充分了解自己的兴趣和

专长，以及目标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就业前景

等因素，才能做出明智的决策。此外，转专业

还可能面临学科重修、降级以及延期毕业等

风险。因此，学生在决定转专业之前，应该进

行充分的了解和准备，避免盲目跟风或一时

冲动。

同时，高校在实施转专业政策时，也需要

加强引导和教育，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兴趣

和专长，引导他们做出合理的专业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转专业政策的放宽并不

意味着所有学生都会盲目追求热门专业。事

实上，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而热

门专业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因此，学生在

选择专业时应该更加注重自身的兴趣和专

长，而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热门专业。

降低转专业门槛是一项有益的改革措

施，但也需要学生、高校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

力，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和长远发展。我们

应该理性看待转专业这一现象，既要尊重学

生的选择权和发展需求，也要关注教育资源

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

正培养出既符合社会需要，又具备个性化特

色的优秀人才。 王琦

国家喊你减肥啦！日前，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启动了为期三

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想要瘦身应

该怎么吃？如何选择适合你的运动？

官方“减肥指南”速速查收。（6月30日

央视一套）

数据显示，中国成人中已经有超过

一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肥胖，成年居民

(≥18 岁) 超 重 率 为 34.3% 、肥 胖 率 为

16.4%。按照绝对的人口数来计算，全

国已经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全球排名

第一。

有学者指出，这种肥胖现象至今仍

是“有增无减”。而生活环境、习性的相

同，大人的肥胖，也必然“带动”孩子的

肥胖。据最新数据，1/5（19%）的6～17

岁儿童和青少年、1/10（10.4%）的6岁以

下儿童存在超重或肥胖。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报告指出，超

重和肥胖是包括糖尿病、心血管疾病

和癌症在内的若干慢性病的主要风险

因素。肥胖已成为“世界公敌”“健康

的杀手”。

国人的健康，是国家最大的财富。

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是GDP，或

许更体现在“腰围标准”方面。重视民

生，除了让老百姓“有钱”，还要“没

病”。要让民富，更要让民有强壮的体

魄。而健康的投入，不仅包括更好的医

疗保健，更重要的是有效地防病，而于

现在，当我们已经成为“胖子大国”，减

肥已经是防病的一个重要方面。

实际上，更让人担忧的是儿童和青

少年的超重肥胖问题日趋严重，已成为

威胁我国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

要公共卫生问题。专家指出，儿童和青

少年期超重肥胖增长趋势如果得不到

有效遏制，将极大影响我国年轻一代的

健康水平。

现在，预防超重和肥胖几乎成了全

民共识，而减肥机构在全国也有几百

家。但有关方面显然更应在改变“全世

界肥胖人数第一”中发挥主导作用，就

如现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

合启动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活动，

“国家喊你减肥啦！”无疑更受民众的欢

迎。保障国人的健康，无疑是最大的民

心工程。 钱夙伟

好的习惯，塑造更好的自己
成功并非偶然，成功与好习惯息息相关。

无论你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还是幸福美满的人

生，掌握关键的习惯是实现目标的关键。比如，

自律和坚持是成功的关键。培养良好的工作和

生活习惯，确保你始终保持专注和高效。坚持

不懈地追求目标，即使面临挫折也不轻易放

弃。再如，学习是一种终身投资。成功者不断

学习、成长和提升自己的技能。无论是通过阅

读、培训还是寻求导师指导，不断扩展知识和技

能将为你打开更广阔的机会之门。 @新华社

同学，考场很小，但世界很大
考试是个点，人生是条线。没有人能因为一

场考试赢得所有，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场考试输掉

一生。分数有高低，人生无高下。这个世界从不

以一时成败论英雄，更不会以一时得失判输赢。

没有任何一场考试能让你输掉人生，除非你自己

低下头，再也不准备站起来。今天赢了，不等于

永远赢了；今天输了，只是暂时还没有赢。一个

人最大的成就，是从来不畏惧失败。振作起来，

接受这个不太如意的结果，着手规划未来的生

活，正是你成长的第一步。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