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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发现培养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
项基础性工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抓好后继有人这
个根本大计。

在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年轻干部和人才“引培育留”
的同时，少部分人不合时宜地选择躺平：“未老先衰”者有
之，“看破红尘”者有之，“没有干劲”者亦有之……

有人或许会好奇，面对大好前途、广阔天地，这些人
为何会选择躺平？又该如何减少此类躺平现象的出现？

一

“躺平”二字，人人皆知其危害，却仍有人深陷其中，
其背后原因不可等闲视之。

不少人躺平，是基于自身情况的主动选择，但个中表
现却不尽相同：

“寻求自由”式躺平。有的年轻人向往自由、闲适的
生活，不愿吃苦、奋斗。但作为公职人员，这种想法就与
其职责身份不相称，一旦将这种思维带入工作中，自由闲
适就有可能演变为懒惰和无所事事。

“无欲无求”式躺平。有的年轻人本身家庭条件优
渥，认为自己已经“躺赢”。他们不求工作出新出彩，不求
晋升提拔，不求群众口碑，把工作当作“消遣”、当作“躺
椅”，图一个“朝九晚五”，到点打卡。

“言传身教”式躺平。在个别单位，临近退休的同志
和前辈，经常是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坐就是一整天。个别
同志的躺平，对一些新入职的年轻人起到了负面影响，甚
至一些人就是奔着躺平去考公，一入职就规划好躺平的
人生线路。

上述类型的躺平，只是主动躺平中，具有代表性的
几种表现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个人主观的不努力、
不上进。

躺平的原因不尽相同，躺平的姿态却一模一样：好逸
恶劳，眼里没有纪律，心中没有群众，缺乏奉献精神，没有
服务意识。

二

还有部分人选择躺平，是对外部环境的消极应对。
职场内卷中被贴上标签。有的单位奉行“狼性文

化”，谁工作做得好就培养谁、谁做不好就放弃谁，根本不
顾每个人的特质。如此环境下，那些竞争力较差的人，就
成了某些领导眼中的“什么都干不好的人”，被打上“躺
平”标签。

职场失意后便消极应对。在职场中，有这样一类人，
平常注重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干活，不擅长在领导面前展
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结果因各种原因，被他人抢了发展
先机，坐久了冷板凳，自觉提拔无望，便消极选择躺平。

负面情绪无法及时疏导。还有人时常会遇到上级不
体谅、同事不理解、工作不顺心、群众闹情绪的复杂情况，
多头受气，却又苦于无破题之法，所以，就将躺平作为应
对复杂工作环境的“解题公式”。

三

面对躺平，有一点必须达成共识：无论是主动躺还是
被动躺，都不可取。

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生力量和后备军，年轻
人要做到“安危不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当有“千磨万
击还坚劲”的意志和毅力，做砥砺前行的先锋队。

当然，对躺平者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而应通过加油鼓
劲、监督约束，适度拉一把。此外，还要在改进生态机制、
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等方面下功夫，要让敢闯敢干、勇
于担责者不用提防“明枪暗箭”“冷嘲热讽”。

打造积极向上的“氛围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和谐相处的工作环境，以热火朝天的
干事氛围，和周围同事伙伴的带动，让躺平者无颜躺。

营造轻松和谐的“空间感”。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描绘职业成长的空间，调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躺平者
体会到努力的价值与意义，认识到没有等出来的成绩，只
有干出来的精彩。

树立为民服务的“敬畏感”。心有所畏，方能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敬畏不仅是为人处世的基本要求，也是为
官从政的立命之本。

新征程“旌旗猎猎千帆竞”，年轻人“百事成功唯恒
力”。那些选择躺平的年轻干部，无论是出于主观还是
客观，都是对人民赋予权力的亵渎，对国家治理效能的
拖累。

对于躺平者，尤其是年轻人，要时常进行纠正引导，
关键时刻“当头棒喝”，引导他们不忘“来时路”，激励他们
不停“脚下步”，树牢为人民服务的信仰。同时，也要让有
为者、能为者有盼头、有干劲，敢为者、善为者有出路、有
前途。如此，才能真正让躺平者“躺不平”。 据重庆瞭望

考公就是为躺平？不行！

警示。王鹏/作（来源：半月谈）

实施“减负行动3.0”一年后——

重庆科研“青椒”们还“青焦”吗

（相关内容由重庆日报记者张亦筑整理）

让青年科研人员真正“轻装上阵”，并
非一朝一夕就能达成。当前，有的青年科
研人员仍面临一些烦恼。

例如，一些青年科研人员还有“生存
危机”。

我市某科研院所课题组负责人刘
伟（化名），近年来一看到有项目申报通
知发布，但凡符合条件，他都会让团队

去申报。“手上拿了
四五个项目，还是难
免偶尔会心慌，担心
哪天‘断粮了’。”他
开玩笑说，科研非一
日之功，需要长期持
续投入。国家近年来
加大对青年人才的非

竞争性经费支持比例，但毕竟有限，团
队每年大部分科研经费要靠竞争得来，

“不频繁争取项目，就会有生存和发展
的危机。”

又如，很多青年科研人员还需要把握
“科教平衡”。

在高校，除了少部分专职科研岗，大
多数青年教师既有科研任务，也有教学任
务，需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作为入职
高校不久的新人之一，青年博士杨彦宇
（化名）就面临这样的情况——上学期，她
一星期有 4天有课，要花较多时间和精力
备课，还要承担班导师等学生工作，科研
时间较为零碎。最近学校放寒假，她选择
留校，一头扎进实验室拼命赶进度。

在杨彦宇看来，如何在教学和科研

之间找到平衡，对她这样的新人来说，是
一道十分复杂的“必答题”——既需要青
年人才自身努力探索，也需要进一步优
化科研环境，给予他们更多引导、帮助和
支持。

“‘减负行动’是攻坚战、持久战，需要
持续迭代、不断优化。”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深入推进“减负行
动”，更加关注基层单位的科研生态，促进
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广泛行动起来，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整合各类政策资源，增
强改革举措的配套性和协同性，营造更加
有利于青年科研人员创新的“微环境”，促
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担当重任，真正成
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动力源泉。

考核压力大和事务性负担重，过去是青
年科研人员的集中“痛点”。

有调查显示，青年科研人员普遍面临考核
评价周期短、过于频繁等问题；同时，在一些单
位和团队中，跑腿打杂的非科研事务常常摊派
到青年科研人员身上，“白天奔波忙杂事、晚上
熬夜搞科研”，成了很多科研“青椒”的常态。

“减负行动3.0”实施以来，我市多所高校院
所出台了相关举措，给“青椒”们“减负松绑”。

重庆邮电大学通过推行代表作制度，用
好科研评价指挥棒，减轻青年科研人员的考
核负担。

“国家提出要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的‘四
唯’问题，代表作制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
的。”重庆邮电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李嫄源表
示，代表作制度改变了片面将论文、著作、专
利、资金数量等与评价直接挂钩的做法，而是
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力。

她以论文为例介绍，该校在推荐申报国
家级项目或评选某些奖项时，要求科研人员
提交5篇代表性论文即可，“有的科研人员很

‘高产’，但每篇的质量不一，代表作制度更
倾向于最有‘含金量’、真正体现科研价值和
贡献度的成果。”

又如，很多国家级项目或课题，都要求
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专家、教授牵头承担，
青年科研人员虽然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但
在职称评定或考核评价时，其价值和贡献没
有得到充分体现。

“如今，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
目的团队可以有额外的职称推荐名额。”李
嫄源解释，项目负责人可指定一名青年科研
人员作为技术负责人，在职称评定时，等同
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的课题负责
人。如此，青年科研人员的考核压力减轻，
也有了更好的晋升通道。

如何将青年科研人员从非科研事务中
解放出来？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是解决这一

“痛点”的办法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科研项目经费使用采取

预算制，与科研的不确定性存在矛盾。“一旦
遇到调整，就要面临层层审批。”一位科研人
员坦言，这样就平白多出许多非科研事务。

“打酱油的钱不能用来买醋”，成了科研
人员对经费使用要求最常用的一句吐槽。

对此，我市在部分科研项目中试点“包
干制+负面清单”管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
经费使用自主权；同时，一些高校院所积极
探索，进一步简化了相关手续和流程，让科
研人员把时间花在“刀刃”上。

比如，重庆大学建立了“科研网上服务
大厅”，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需要，
通过线上平台就可申请预算科目调剂。系
统自动识别调剂事项后，不涉及设备费调剂
的，就可直接办理。

不仅如此，“科研网上服务大厅”还整合
了该校多个信息系统，实现项目申请、合同
审核签订、科研经费入账、预算调整、票据开
具、项目结题、成果认定等环节一站式办理，
并可随时随地查询办理进度。

而重庆邮电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市农
业科学院、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等高校院
所，则通过设立专兼职科研财务助理岗位，
进一步为科研人员“减负”。

□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郑佩茹

“搞了一年多，总算得到了理想的微生
物游动模型！”最近，西南大学物理科学与技
术学院副教授张博凯课题组的研究，取得了
阶段性进展。

34岁的张博凯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2022
年加入西南大学。初来乍到，搞科研最头疼的，
就是既没钱、又没人。不过，通过申请该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项目，去年4月，张博凯拿到20万元
科研启动经费支持，团队也搭建了起来。

崭露头角机会少、成长通道窄、评价考
核频繁、事务性负担重……过去，青年科研
人员面临不少“成长的烦恼”。自嘲为科研

“青椒”（高校青年教师的谐称）的他们，甚至
逐渐成了“青焦”。

2019年以来，重庆连续启动实施 3轮减
轻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简称“减负行
动”），特别是去年 1 月启动的“减负行动
3.0”，更是将重点放在青年科研人员身上，帮
助他们“挑大梁、增机会、减考核、保时间、强
身心”，充分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潜能
与活力，让他们成为科技创新的生力军。

一年来，作为“减负行动3.0”实施主体，
高校、科研院所采取了哪些举措？“减负”效
果如何？“青椒”们还“青焦”吗？近日，记者
进行了走访调查。

除了减负松绑，记者了解到，“减负行
动3.0”启动以来，我市多所高校都开展了
积极尝试，帮助青年科研人员崭露头角、
拓宽成长通道。

“学校出台了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相关办法，明确对青年人员的资助比例
不低于 50%。”西南大学科技处副处长袁
宏宽说，业务费项目包括科研启动、能力
提升、重点发展项目，其中前两类支持人
员的年龄分别为 35岁、40岁以下，均属
于非竞争性经费支持，“比如科研启动项
目，新入职博士只要申请，学校都给予支
持，鼓励他们开展自由探索。”

去年7月，西南大学还立项了20项校
级青年领军团队和青年培育团队项目，以
及23项“先导计划”青年团队项目，分别给
予160万元、100万元、60万元经费支持，让
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例如，张博凯拿到科研“第一桶金”
后，立马进行了硬件升级，让团队有更好
的条件做科研。在此基础上，他还成功拿
到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支持，
并获评重庆市“巴渝学者”青年学者。如
今，他的课题组有 5名硕士研究生，此次
在微生物模型上取得重要进展，将为下一
步研制微纳米生物元器件提供理论基础
和计算机模拟基础。

去年年初，重庆邮电大学创新研发的
高校科研项目大数据分析平台正式上
线。该平台可对全校科研人员进行“画
像”，通过预判成长轨迹和挖掘潜在价值，
做好优秀人才的早发现早培养。

记者看到，在平台上输入关键词“5G”
进行检索，系统就会对科研人员资料、相
关科研项目信息、相关成果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精准挖掘出该校 5G通信领域青年
人才的科研潜力，便于学校推荐这些“潜
力股”承担相关重要项目或评选某些人才
称号等，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

该校自动化学院副教授周志浩，是
一名“90后”青年科研人员，主要从事先
进柔性传感技术研究，2021年从重庆大
学博士毕业后，加入了重庆邮电大学。
入职时间虽不长，但得益于科研项目大
数据分析平台的“画像”，他被推荐为重
点培养对象。平台系统不仅会自动匹配
和精准推送相关科研项目信息给他，还
会提供项目申报流程、参考资料等，帮他
节省下不少时间，提高项目申报效率。

“以前是我们到处找信息，现在是信息主
动来找我们。”周志浩说。

目前，周志浩已主持多项国家级、省
部级科研项目，去年还成功入选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获得连续3年稳定

的资助培养，并入选“香江学者计划”。
重庆理工大学通过实施青蓝结对传

帮带计划，安排青年教师加入高水平教学
科研团队，为青年教师配备“教学”和“科
研”双导师，确保青年人才“人人有团
队”。同时，支持青年人才自主组建团队，
特别鼓励组建跨学科、跨单位的学科交叉
科研团队。

“去年，学校共立项支持了 10个青年
科研团队建设，给予每个团队 20万元的
经费支持。”重庆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冯晋介绍。

该校还特别支持青年教师从事博士后
研究工作，支持青年教师到地方政府、企业
顶岗锻炼，积极开展横向合作，实实在在解
决企业技术难题，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该校机械检测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彭凯，是该校刘小康
教授纳米时栅团队的一员。近年来，他落
户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通用技术集团国
测时栅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成长
为科学城“金凤凰”领军人才。

采访过程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系列“减负”举措形成“组合拳”，让这届
科研“青椒”们放开手脚、心无旁骛搞科
研，“青焦”少了，“青骄”多了，担起了重
任、挑起了大梁。

“鼓励他们开展自由探索”
支持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当主角”拓宽通道

“‘减负行动’需要不断优化”
营造更加有利于青年科研人员创新的“微环境”

减负松绑
“打酱油的钱可用来买醋”
让青年科研人员把时间花在“刀刃”上

给不作为干部颁发“蜗牛奖”。（来源：半月谈）

持续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