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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联合国第四

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塞维利

亚举行。会议达成积极共识，通过了

《塞维利亚承诺》，反映了国际社会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缓解发展筹资缺口

的迫切愿望。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保

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发展筹资困境正

成为制约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破

解这一难题，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

国家展现更大的诚意与担当。

当前，全球发展正面临严峻的筹资

挑战。一方面，资金缺口巨大。联合国

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每年需要额外筹集

4 万亿美元资金，才能实现消除贫困、饥

饿与不平等、应对气候变化及保护地球

等可持续发展目标。另一方面，发展中

国家筹资负担沉重。由于国际金融体

系存在结构性失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

比发达国家高出 2 至 4 倍的借贷成本。

全球有 33 亿人所在国家的债务开支已

高于医疗或教育投入，债务负担迫使一

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偿债与发展相互制

约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奉

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全球生产

要素自由流动，其官方发展援助不断滑

坡，让本已严峻的筹资形势雪上加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作为“整

个发展引擎”的筹资机制“正在熄火”。

国际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成员何塞·安

东尼奥·阿隆索感叹，“全球发展筹资体

系——包括发展合作体系——未能跟

上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

破解这一全球困局，需要国际社会

共同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展现担当和

远见。从历史根源看，长期的殖民剥削

与资源攫取是造成今日南北发展鸿沟

的深层原因。从现实结构看，由发达国

家主导建立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存在

诸多不合理之处，是加剧发展中国家筹

资困境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理应在

弥补发展筹资缺口上展现更大担当，切

实履行其官方发展援助和气候资金承

诺，通过债务减免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

家摆脱困境。若任由发展鸿沟扩大，不

仅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

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将严重拖累全球经

济的稳定与增长，最终造成包括发达国

家在内的所有经济体面临市场萎缩、供

应链紊乱乃至安全环境恶化的风险。

反之，妥善解决发展筹资问题，将释放

巨大的消费潜力、提高全球劳动力素

质、促进生产力跃升，其红利将惠及整

个世界。因此，发达国家在发展筹资问

题上的任何迟缓或不作为，既是道义上

的缺失，也是战略上的短视。

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始终

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相连，为解

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筹资困境和发展

难题贡献中国力量。从加大对外援助

力度，到积极参与多边发展筹资，从大

力提升对外投资规模到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促进发展战略对接，中国一直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支持、开放市场，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力。中国积极推

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

开发银行发挥更大作用，为提高发展中

国 家 的 代 表 性 和 发 言 权 提 供 中 国 方

案。中国主张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

策框架的突出位置，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呼吁共造“发展引擎”，为世界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本次会议上，中方呼吁

发达国家足额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和气候资金义务，将南南合作作为南北

合作的重要补充，并广泛动员各类发展

资源，拓宽协同有序的发展筹资渠道；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架构中的

话语权，推广本币融资工具，筑牢全球

金融安全网，完善高效稳健的发展筹资

体系……一系列建设性主张为破解全

球发展筹资难题拓宽了思路。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面

对发展筹资巨大缺口，国际社会应携手

行动，共解发展难题。本次会议达成的

共识为化解筹资困境描绘了路线图。

面向未来，各国唯有加强团结，将共识

付诸行动，才能让“规划图”转化为“实

景图”，共创发展繁荣的美好明天。

以担当和远见破解全球发展筹资难题
新华社记者 董越

“先上本科后大专？以为是玩梗，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据报道，近日，郑州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单独考试招

生章程中，多个专业备注招生的对象是

本科毕业生，引起关注。“本升专”一时成

为热门话题。该校已经连续多年招收本

科毕业生，人数和专业数逐年增加。

按常理，“本科回炉专科”似乎显

得很不正常，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

特殊原因，其实不然。郑州铁路职业

技术学院制度化的招生设计绝非噱

头，而是职业院校对市场需求的主动

回应——当铁路系统对“既能动手又

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本科

毕业生选择“回炉”专科，实则是对职

业赛道的理性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不时冒出

高分考生选择职业技术院校的新闻，

也是职业教育发展获得市场需求端认

可的见证。“本升专”这一看似逆向的

教育选择，正从个案演变为值得关注

的社会现象，背后是职业教育与市场

需求的深度契合，更是公众在学历崇

拜消解中对自我认知的重新建构。

当下，职业教育正通过就业率与

就业质量的双重突围，打破社会偏

见。教育部数据显示，近十年高职就

业率持续高于普通高校平均值，而一些

头部职业院校与大型国企的订单式培

养，更让毕业生获得稳稳的幸福。这种

毕业即就业的现实吸引力，促使本科毕

业生重新评估教育投入的性价比。

职业本科教育的发展更是为这

一趋势注入动能。截至 2024 年，全国

职业本科院校达 51 所，公办院校占比

超半数，其培养模式强调“理论+实

践”的双重训练，既弥补了传统高职理

论深度的不足，又解决了普通本科动

手能力的短板。

“认识你自己”是人生最大的智

慧。在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紧密关联

的背景下，“本科回炉专科”看似是学

历降级，实则是一个重新认识和发现

自我的过程。

几年前，媒体曾报道了一个博士

毕业工作六年后报考高职专科学校的

案例，因妻子和岳父都从事口腔医学职

业，当事人朱骏（化名）感受到了医学的

神奇，点燃了他心中梦想的火种——这

种选择并非对过往的否定，而是在经历

社会打磨后，对自身兴趣、能力与职业

方向的深度整合，是教育选择从被动

接受向主动建构的转变。

当社会不再以学历高低论成败，

而是以人尽其才为价值导向，职业教育

才能真正与普通教育并轨。然而，要让

“本升专”成为真正自主的选择而非无

奈的妥协，仍需制度层面的支持。一方

面，需进一步打通职业教育的升学通

道，让技能型人才有持续深造的空间；

另一方面，应建立更科学的人才评价体

系，消除招聘中唯学历论的隐性壁垒，

让职业院校毕业生在薪资、晋升等方面

获得公平对待。唯有如此，职业教育才

能成为与普通教育平等的平行赛道。

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到多元路

径求发展，“本升专”现象的兴起，既是

职业教育回应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

也是个体在教育选择中走向成熟的标

志。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跳出学历崇

拜的窠臼，根据自身兴趣与社会需求

规划人生，教育才能真正回归育人的

本质，社会也才能因多元人才的涌现

而充满活力。教育的价值，最终要由

个体的成长与社会的进步来定义，而

不是一纸学历的标签，这或许就是“本

升专”现象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本科回炉专科是对职业赛道的理性选择
胡欣红

在日常办公中，看似微不足道的

文具、纸张、水电，是容易被忽视却又

潜力巨大的节约切入点。运用好“精

打细算”的思维和方法，合理安排各

类资源资产用度和用处，能够实现对

机关办公成本的有效控制。

铅笔和签字笔，做好收集归类，

尽可能用到墨耗尽、水干涸，而不是

用到哪儿丢到哪儿；打印文件，非正

式公文可合理设置页面布局，采用双

面打印，能让有限的纸张发挥出更大

的效用；办公室实行人走灯灭电关，

杜绝“白昼灯”“长明灯”“空调电扇常

开不关”……

小小的节约举动，汇聚起来能节

省不少资金。避免节约理念在落虚

中落空，不妨从细微处做起，以精细

化管理推动节约习惯养成。于机关

单位而言，这是降本增效的良策；于

社会而言，这是助力资源循环利用、

守护生态环境的切实行动。

小事小节关乎作风。修订后的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提出，“引导干部职工增强节约意识、

珍惜物力财力，积极培育和形成崇尚

节约、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机关文

化”。党政机关从细微处扎实推进节

约型机关建设，在小事小节上恪守节

约要求，必能为在全社会形成节俭之风

发挥示范表率作用。 来源：人民日报

从实处建设节约型机关
肖飞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

飞的邻居”，它们不仅点缀

城市生活，更对维护生态系

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重要

作用，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

精灵。强化保护措施，增强

爱鸟护鸟意识，守护好这份

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是全

社会共同的责任。

守护“会飞的邻居”，要

坚决打击非法猎捕贩卖国

家 保 护 鸟 类 等 犯 罪 行 为 。

中国野生动植物种类多，活

动和分布范围广，少数地方

乱捕、滥猎、滥食鸟类等野

生动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

威 胁 野 生 鸟 类 等 种 群 安

全 。 对 此 ，要 加 大 执 法 力

度，推进部门联动，借助高

科 技 手 段 ，坚 持 对 非 法 猎

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类犯罪全环

节打击，坚决斩断违法犯罪链条。

守护“会飞的邻居”，要保护好鸟类栖

息地和迁飞通道。中国是世界上鸟类资

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全球候鸟跨境

迁徙的重要通道，保护栖息地和迁飞通道

对鸟类生存繁育至关重要。曾经，鸟类的

生存空间不断遭受城市扩张、环境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的挤压。如今，湿地、森林、

灌丛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更多的城市规划

建设选择为鸟类留出一方天地，城市公

园、绿地、小区中多了“鸟语花香”的角

落。同时，对候鸟迁徙通道、停歇地、繁殖

地等区域加强巡护值守，确保候鸟迁徙安

全，也是护航鸟类繁育生息的硬核之举。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亲近自然

风潮的兴起，正在全社会播撒下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种子。以观鸟活动为例，越来

越多的爱好者拿起望远镜，观察这些精灵

的千姿百态，聆听它们的歌声，感受生命的

奇妙与坚韧，从中收获心灵的宁静与对自

然的深刻体悟。这种“不接触的互动”，有

利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让爱鸟护鸟、尊重

生命从口号变成越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

鸟类振翅飞翔的天空，也是我们共

享的蓝天。守护“会飞的邻居”，就是守

护生物多样性，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

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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