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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点热评热热

【留言精选】

巴黎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便传来喜讯。
当地时间7月27日，在巴黎奥运会射击混合

团体10米气步枪比赛中，中国00后组合黄雨婷/
盛李豪战胜韩国队，为中国队夺得巴黎奥运会首
枚金牌。这是继许海峰、杜丽、易思玲、杨倩之后，
中国射击队第五次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拿下首金。

奥运会的首金花落谁家，向来备受关注。“首
金传统”不仅仅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更是一种精神
的传承，它代表了坚韧不拔、勇于挑战、追求卓越
的体育精神。射击是中国队传统优势项目，自
1984 年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射落中国奥运
首金以来，中国射击队在历届奥运会上共斩获26
枚金牌。上届东京奥运会，中国队在射击项目上
以4金1银6铜的成绩位列该项目奖牌榜榜首。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奖牌背
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射落首金的浙江姑娘
黄雨婷，是从小山村里走出的神枪手，在备战巴黎
奥运会期间她拿下了两个“一”：第一个到训练场
地，最后一个离开。启蒙教练林克寒对她的评价
是：“意志力比较顽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交给
她的任务都能完成好，总是能让人感到惊喜。”

自古英雄出少年。作为“首金传统”的守护
者，中国射击队的“少年英雄”越来越多，引发了公
众关注。纵观中国奥运史，历届斩获首金的射击
运动员许海峰、陶璐娜、杜丽、庞伟、易思玲、张梦
雪，夺冠时均超过22岁，其余奥运冠军、世界冠军
的年龄也与之相仿。3年前，杨倩在东京奥运会
夺冠的年龄则是低于22岁，至黄雨婷/盛李豪于
本届巴黎奥运夺冠，黄雨婷甚至未满18岁，盛李
豪也只有 19 岁，同获参赛资格的队友韩佳予 22
岁，杜林澍21岁。除在东京奥运会上赢得一枚银
牌的盛李豪外，其余3名选手都是首次站上奥运

赛场。
射击呈现“低龄化”趋势，绝非偶然。一个体

育项目的发展，离不开深厚的群众基础。射击作
为传统军事体育项目，加之训练成本比较高，普及
殊为不易。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
激光模拟器被引入射击领域，让射击项目的参与门
槛降低，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率有了显著提升，
全国不少省市对于射击运动“进校园”，人才梯队的
建设和培养有了更大的兴趣和实质投入。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市开展激光训练仪
比赛和培训，参与人数覆盖300余所学校的5万余
人。激光模拟器从2016年普及推广至今，从没有
出现过校园安全事件，和专业真枪实弹相比体验
也非常接近，所以适合普及推广。正是有了体教
融合的坚实保障，射击项目的青少年业余训练就已
呈低龄化，反映到省队、国家队层面，也同步推动年
轻化，顶尖运动员出成绩自然也就更早了。

令人欣喜的是，不只是射击项目年轻人成长
迅速，其他项目的00后运动员也日渐成熟，崭露头
角。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
的近900位运动员当中，“00后”占比超过70%。此
次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除了42名
奥运会冠军之外，也有223名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新
人，平均年龄为25岁，算得上是一支“芳华之师”。
在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3米板比赛中，和队友
陈艺文一起为中国拿下第二块金牌的昌雅妮，就出
生于2002年，也是一位00后。

00后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用自己的才华和
努力在赛场上书写着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我们
期待看到更多的“少年英雄”涌现出来，在人生的各
个领域展现出自己的光芒，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
和激励更多的人，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近期，多所高校宣布延长研究生学制备受关
注。长期以来，我国学术型硕士学制一般为3年，
专业型硕士为2~2.5年。各学校学制调整虽有不
同，但都有将专硕学制延长的趋势。事实上，近年
来，已有多所高校将少则一个、多则全部专硕学位
的学制调整为3年。

这样的延长，有没有必要？从实际来讲，两年
学制确实存在一些颇为普遍的问题：其一，授课集中
于第一年，时间过短，学生的专业基础、所掌握的专
业技能难言扎实，特别是一些跨专业攻读人群；其
二，专硕学生第二年一般都要完成“通常不少于半
年的实习实践”，与此同时，还面临着毕业论文（设
计）、求职就业这两大任务，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
重，加上学位论文要求愈发严格，现在不乏专硕学
生在高压之下选择“主动”延毕。由此看来，调整学
制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积极意义，既给学生提供
更充裕的时间来深化专业知识、强化实践技能，也
有助于缓解多重压力，让学生更从容地步入社会。

但对于部分学生来说，这样的调整让人“忧心
忡忡”。专硕向来以培养面向实务领域的应用型
人才为主要目标，学制较短、就业针对性强正是其
吸引不少考生的因素。而多读一年，意味着在晚
一年工作的同时，还要承受更高的经济成本和年
龄压力。一者，有的学校专硕学费比学硕高出几
倍，同时由于大规模扩招，很多学校的研究生宿舍
供不应求，学生还需自行租房解决住宿问题。二
者，虽说差别只是一年，但某些专业市场和就业形
势瞬息万变，加上不少人是在就业后几年才读研，
对他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学制影响不小。

说到底，研究生调整学制更要提高“学质”。
向外看就业市场千变万化、向内看研究生规模越
来越大，社会对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用人单位对
求职者的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调整学
制，不能仅停留于数字层面的增减，还应抓住关
键，着眼于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深入研究如何让
人才培养更多元、更合理。

近日，复读15年第16次高考以601分的
成绩被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专业录取的唐
尚珺，在直播间发了是否要继续第16次复读
的投票。

今年35岁的唐尚珺由于已经人到中年，
却还在步入大学与复读之间徘徊，所以他的
去向令人们关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唐尚
珺复读与否都不应该再成为一个话题。

良好开端：提 问的人，其实心里早有
答案。

山河：网友们对此的讨论不仅仅是复读
与否的这个层面，有时甚至还上升到了教育
资源的分配、教育政策制定等话题。

成都：唐尚珺作为极其罕见的个例，正因
其特殊性代表不了普遍现象，所以由其引发
的教育资源分配等严肃话题本质上都不太具
备现实意义。

平凡世界：起初由于唐尚珺经历的特殊
性，公众对其的选择、动态进行关注，由此产
生关于他的报道是可以理解的。

新闻人：对他的报道也随着他的复读一
样，陷入了一年又一年的循环。

计算机：对唐尚珺个人选择给予尊重，而
唐尚珺的故事传递出视高考为唯一出路的意
味，与现有观念违背。

天气：唐尚珺的选择在不违背道德与法
律的情况下，其实都只与其本人相关，所以对
于唐尚珺本人来说，是否复读也不应再成为
讨论的话题。

可爱的人：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
意愿规划未来，选择是否复读是个人的自由。

源口：唐尚珺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不对
其选择造成干扰，就是对其选择最大的尊重。

幸福长久：无论唐尚珺复读与否都不应
该再成为一个话题，关于其的讨论是时候画
上句号。

据中国经济网

依法宣判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一起

案件，被告人赵某、王某冒充县城管局工作
人员，以保证业主违法建筑不被拆除为由，
骗取业主支付费用，构成诈骗罪，被依法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元。 新华社

00后接棒“首金传统”，自古英雄出少年
胡欣红

延长学制更要提升“学质”
皇甫思逸

“杀熟”不改
暑期以来，各地开启旅游旺

季。人们频繁地使用在线旅游平
台购机票、订酒店等，大数据“杀
熟”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杀熟”
关键词，已有高达14248条相关投
诉，检索“大数据杀熟”关键词，相
关投诉有7245条。不少商家被曝
出存在大数据“杀熟”现象，在出
行、住宿、网购等领域尤其突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