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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报道，（6月15日）在距离韩国大学修学能力考
试（即韩国高考）仅剩150多天时，韩国总统尹锡悦做了一次

“即兴”发言，引发了一场关于高考的风暴——高考内容出现
重大调整，曾让韩国高中生闻风丧胆的“杀手题”将成为历史。

所谓“杀手题”，指的是出现在韩国高考卷面上，却超过公
立教育体系范畴的题目。在尹锡悦看来，这是造成学生过度依
赖私立教育的主要原因。简言之，就是高考题太难了，不得不
依靠补习班来“卷”。

这则新闻，一下子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孩子，今
年升初中了；然后，关于补习班的话题，成了我与孩子、与孩子
母亲、与孩子同学的家长们沟通时的焦点。于是，主动地去了
解了一回韩国学生的“卷”，这也算是一种“以人为镜”吧，“可
以明得失”。

韩国高考的竞争激烈程度，有报道称：“大概可以和十个
衡水相比。”在韩国，流行“四上五落”的说法——如果一天只
睡四个小时，就能上大学；如果一天睡五个小时，就会落榜。千
万个韩国中学生的缩影是：睡眠不足、日夜补习、内卷成魔。他
们的共同目的只有一个，考上简称“SKY大学”的韩国顶级学
府——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即便够不上金字塔塔
尖，也要上医科大等重点学府。

数据显示，2022年，韩国的小初高中生中，78.3%的学生参
加私立教育补习班。韩国家庭在私立教育上的总花费高达26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44亿元），比2021年增加了10%。平
均每个小初高中生每月在私立教育上花费41万韩元（约合人
民币2260元）。截至今年5月，首尔25个行政区的补习班总数
达到2.4284万家，远远超过了已经开到小区各处的咖啡厅的
数量(1.7026万家)。

韩国的补习班潮流，始于上世纪60年代。大张旗鼓推行
工业化发展的韩国，亦将全民受益的教育改革作为政府工作
大力推行的重心。随着升学之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旋律，大量
的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迅速茁壮成长。1980年，韩国
政府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了
30多个专项稽查队，负责打压并取缔校外培训机构，给出的理
由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存在阻碍了教育公平。结果虽然教培机
构被取缔了，但上大学还是需要按分数排名。韩国补习班一度
被迫转入“地下”，但韩国的富人阶层总能找到漏洞来规避法
律，许多家庭开始聘请家教。后果便是，此后多年，考进名校的
学生大部分来自富人家庭。

正如韩国正义党政策委员宋庆元(音)指出，“课外培训的
核心最终是为了挤进排名靠前的大学的竞争，如果政府不能
出台缓解只重视学历的社会氛围或学历内卷的对策，课外培
训市场只能继续膨胀”。

到了2000年，韩国宪法法院彻底废除了校外补习禁令，
理由是该禁令“侵犯了公民教育其子女的基本权利”“禁止补
习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权”。此后，韩国的教培机构全面复兴，
终成“汉江怪物”。以至于，韩国自己拍出了一部教育纪录
片——《学习的背叛》。

韩国的严酷教育“内卷”已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沉重负担，
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畸形的私立教育产业链，也被普遍视
为导致年轻人心理健康恶化，以及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
因。经典的一句话来自韩国儿童保育政策专家李贞元：“人们
如今不仅仅关心养育孩子的成本。”“要想有意愿生育，人们需
要相信，当孩子长大了，他们也能幸福地生活。”

今日的韩国，终于对高考动手了。6月19日，韩国政府和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在国会开会决定，高考将排除“杀手题”，这
一决定将从9月模拟考开始适用。但更有专家指出，只取消“杀
手题”，并不能真正抑制私立教育产业的发展，并为学生减压。
政府真正需要做的，是培育有竞争力的公共教育体系，并解决
高校金字塔结构与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的问题。

别说韩国离我们挺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教育的内卷，我们其
实都身在其中。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到参加
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中间，直面教育问题，
更坚定地说：“我们来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题。”“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对打着教育旗号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紧
盯不放，坚决改到位、改彻底。”

终究，公平、公正、公益的全民教育才是符合社会价值观
的“顶层意识”，让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更强，让寒门子弟也能凭
借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才能让这个国家看起来更有活力，
更有希望。

韩国学生的极致“卷”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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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益当作生命的一部分

6月 22日上午，镇江新区圌山公益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携带慰问品，冒着
酷暑，兵分四路驱车前往烈属家庭，与
他们共度端午佳节。圌山公益的创始
人、镇江市正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戴小斌表示：“退役军人和‘三属’人
员曾经为我们的国防事业作出贡献。
作为公益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尽全
力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和重视。”

戴小斌1994年入伍，1997年退伍后
进入企业工作。刚入职时，企业正对接
援助贵州谷宁小学，戴小斌毫不犹豫参
与其中，一对一资助了2名小学生，一年
资助费 300元，而此时他一个月工资也
只有 1000元。2010至 2013年里，他资
助了贵州的一名在武汉大学读书的大

学生、两名云南福贡县的大学生和两名
镇江本地中学生。

2013年，戴小斌辞职创业，带领企
业从作坊加工一路成长为小微高新企
业。自古创业艰难，但无论困难有多
大，戴小斌都没有放弃公益事业。他带
领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立了两个
慈善公益组织，积极配合残联开展助残
服务、配合慈善总会开展助学服务、配
合民政部门开展助老服务，经常性开展
关爱困难老兵、困难老党员等公益服
务，平均每年开展各类活动 30次以上，
赢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为了壮大慈善公益队伍，吸引更多
社会人士加入慈善事业中来，2018年 8
月，戴小斌联合与他同样有着军旅生涯
与创业经历的退伍老兵，创立了“镇江
新区圌山公益服务中心”，集合新区爱
心志愿者开展公益慈善服务。在他的
带领和感召下，圌山公益服务中心已经
拥有60多名会员，大多为中小企业家和
社会各阶层人士。

近年来，圌山公益服务中心多次组
织开展帮扶生活困难退伍老兵、走进社
区开展助老服务等活动，平均每年20余
次。2022年，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
织开展“点亮老兵‘微心愿’”活动，圌山
公益为4位老兵点亮了“微心愿”。

今年，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
开展“镇爱优抚·结对认亲”活动，圌
山公益服务中心又一次性认领了多
户烈属。

“最美新区人”“镇江优秀慈善工作
者”“镇江好人”、第二届“镇江最美退役
军人”提名奖获得者……在公益路上，
戴小斌收获了不少荣誉。他表示，接下
来，还会继续践行退伍时的承诺——退
伍不褪色，“益路”践初心。

2023年 2月，扬中市民方先生特意
将一面写有“危难时刻伸援手，助人为乐
品德高”的锦旗送到城东派出所辅警瞿怀
彬手中，感谢他救助了落水的家人。

原来，今年 1月 29日清晨，瞿怀彬
上班途中经过一条小河时，突然听到有
人在呼救。瞿怀彬停下电动车，循声跑
了过去，发现一名老人正在水中拼命
地挣扎。他顾不上个人安危，赶紧脱
去外套，纵身一跃，跳进结冰的河面，
朝着老人游去。靠近之后，他紧紧抓
住老人胳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
落水老人救上岸，并将老人安全送回
家中，协助老人换上干净衣物，直到
老人家属赶来才放心离开。

在城东派出所提起老瞿，“肯吃
苦”是出了名的。作为一名辅警，他
时常参与夜间联防巡查，辖区内的每
一处边角旮旯都要走个遍。别看夜
巡简单，可要想在晚上抓住一个嫌疑
人，付出的辛劳是白天的好几倍。为
了抓住犯罪嫌疑人，他每次几乎都是
玩命地追，浑身大小负伤十几次，负
伤几乎成了家常便饭。20 多年来，老
瞿和他的队员们协助民警破案 300 多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0 多人，挽回经
济损失几十万元，默默守护着一方安
宁。每当问起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份工
作时，老瞿总是说：“每抓获一个嫌疑
人，都会有极大的成就感。为了这份成

6月 21日，在“南京市首届退役军人创
业产品展销会”第三站“创业集市”上，60余
家军创企业“摆摊设点”，全面展示退役军人
创业成果。其中，来自句容的退役军人创业
者俞正国的摊位前吸引了不少人。

1997年，俞正国赴泰州武警部队参军入
伍，2002年退伍回乡创业。考虑到农副产品
行业潜力大、国家扶持力度强、国内需求持
续增长，他选择了茶叶种植之路。经过几
年苦心打拼，茶园从 7亩扩大到 60多亩，并
且开了茶叶专卖店，推出了“茅山生态茶”
品牌。

随着茶叶生意走上正轨，俞正国脑海里
开始编织起一个美丽的梦想：要创办一个以
退役军人为主题的平台式产业链，做一个以
服务退伍老兵为宗旨的平台。

2005年，由他创办的句容市茅山清香茶
叶专业合作社正式面世。合作社致力于句
容绿茶发展和茶园开发，带动广大村民共同
致富，赢得了大家积极响应。2008年，茅山
清香茶叶专业合作社拓展产品，新增大棚蔬
菜项目，由于找准了以“退伍一兵”身份为市
民献上放心菜的定位，蔬菜项目也很快打开

市场。2010年，为更好服务广大社员，扩大
句容农副产品对外知名度，进一步扩大茶叶
合作社与蔬菜合作社营销，俞正国创办了江
苏兵润贸易有限公司。目前，其品牌产品配
送已经拓展到南京周边地区，走进了军营、
学校，赢得了良好口碑。

5年的军旅生涯，10多年的创业经历，
从个人打拼做市场到集体智慧打品牌，从自
主经营到帮周边村民种、销一条龙，带领村
民共同致富，俞正国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
路。如今，他又醉心于打造“老兵驿站”。他
介绍，正在打造的“老兵驿站”是一个爱心公
益平台，一个由退役军人创办的全新平台式
产业链。“老兵驿站”将整合周围的社会资
源，为退伍老兵群体创业就业提供必要的技
能培训、合作共赢服务项目以及力所能及的
帮助。

展望未来，俞正国衷心希望，能借助国
家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东风，进一步
服务好本土农产品推广，帮助更多退役军
人就业。 （摄影 谢勇）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脱下军装，使命仍旧在肩；告别
军营，家国依然在心。

他们奋战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岗位，却
有着同样的情怀与担当，自觉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民服
务，展现出退役军人奋勇争先、勇于奉献的最美姿态，继续
书写着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篇章。

“八一”前夕，记者走近我市的退役军人群体，了解到
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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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感，不知不觉一干就是二十几年。”
瞿怀彬一向乐于助人，跳水救人都不止

一次。2020年8月19日晚，城东派出所接到
群众求助，报警人称在北江边发现一名老人
被困江中，潮水很大，随时有被冲走的危

险。接警后，瞿怀彬与同事们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发现在江堤外，一老人正攀在江中的
一棵枯树上，形势十分危急。瞿怀彬自告奋
勇穿上救生衣，不顾江滩坡滑，江水湍急，跳
入江中抵达老人位置。

然后，他一手托着老人，一手划
水，将老人送至岸边，现场所有人齐
心协力将老人拉上了岸，并立即送
至现场救护车上急救。待确定老人
并无生命危险后，瞿怀彬才放下心
来，匆匆忙忙地脱下救生衣，换上自
己的衣服。

2023年4月，镇江市文明办公布
了 2023年第一季度“镇江好人”（大
爱之星），瞿怀彬光荣上榜。他表
示，身为一名退伍军人和辅警，关键
时刻必须站出来，去帮助遇到困难
的人。如果再有危难情况发生，还
是会义无反顾地上前救人。

两次英勇跳水救人

一片“兵”心在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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