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2日，宁波象山县丹城第五
小学教育集团丹南校区校门前，一名
学生正将一块自己亲手书写的校牌，
挂在校门口。旁边还有一块大大的屏
幕，上面写着“本周校名书写者，陈奕
朵”。据悉，“校牌”每两周更换一次，
每个爱好书法的学生都有机会得到展
示。这一传统已持续了三四年。

5月25日甬派

由学生题写校名，这一创意源自
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当时我在绍兴
市教育局编辑教育杂志，第一时间在

《绍兴晚报》上获悉此消息时，认定此
举定会引起巨大反响，果不其然，消息
经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后，
产生了广泛影响，可喜的是，绝大部分
网友和评论员都给予了积极评价，认
为此举并不“跌份”，而是彰显了学校
的自信、开放的姿态，提升了学生的自
信和对学校的归属感。

校名由书法名家题写，这是各地
学校的一项约定俗成的传统。犹记
得，笔者母校——新昌知新中学在举
办百年校庆之前，特意委托老校长谢
充向他叔叔谢稚柳——当代书法大
家，拨冗题写校名，不久，谢老题写的

“新昌知新中学”的校牌遂高挂在校门
口，为百年校庆增色不少。

自绍兴市第一初级中学首创校名
由学生书写以来，6年间，陆续有几所
学校跟进，但反响不复从前，可见，人
们已经能接受学生题写校名的事实。
这是观念的进步，好现象。因此，我们

也应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象山丹城第五
小学教育集团的这一传统，再无必要
围绕值不值得、应不应该等论题去评
论，而是要从创新与发展的关系再作
论述。

笔者前不久回绍兴路过第一初级
中学，发现校牌没变，仍是何水漪题写
的那块。丹城第五小学教育集团则是
在前者创新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即两周
更换校牌一次，这样能让更多爱好书法
的学生有展示的机会。不仅如此，从
2014年开始，校长室、教导室的门牌，教
室的门牌，主教学楼上的对联，都是由
学生书写的。学校墙壁上挂着的100本
封面画，也都是学生画的。

由一人挥毫题写校名到由众人挥
毫题写校名，由一人借此获得的自信
和自豪扩大到众多学生，这无疑大大
提升了育人效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在别人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完善和
发展，这本身就是教书育人正确的打
开方式。该校党支部书记孙忠心说得
好，“学校，是学生的学校。学校希望
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学在正中央
'，让他们的才能和特长，被看见，被认
可。”

最后，联系孙书记的另一句话“这
些孩子大部分已经毕业，但是他们的
字和画会永远留在这个校园里”，我想
提个建议：给入选的学生颁发一份“收
藏证书”。上面可这么写：在“我为学
校写校名”活动中，您的作品入选并被
学校永久收藏，特发此证。让这份自
信和激励陪伴他们终生。

今锐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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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售型保障房也应建成“好房子”
凌波

据5月24日发布的招标计划，
江北应家东片区配售型保障房7#-1
地块项目，即将启动勘察设计招
标。招标计划显示，该配售型保障
房项目东临林周路、南临铸锋路，投
资估算接近1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14万平方米。在宁波城区内目前已
经明确的几个配售型保障房项目
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个。

5月24日甬派

加快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
建设，是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是“三
大工程”的重中之重。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既有助于加快解决“夹心
层”群体住房问题，稳定工薪收入群
体住房预期，实现“居者有其屋”，又
有利于带动房地产投资建设，稳定
宏观经济大盘。

原有的住房保障体系侧重于
“租”，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为主体。现在则将保障性住房
建设分为配租型和配售型两种保障
性住房，构建由公租房、保租房、配
售型保障房构成的住房保障体系，
加快完善“市场+保障”、“购+租”的
住房制度，进一步探索新的住房保
障体系。

一些城市住房存在结构性供给
不足，由于房价高企，形成大量“夹
心层”，买不起商品住房。配售型保
障性住房正是用来补齐这一短板。
按照规定，宁波配售型保障型住房

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
庭、符合条件的工薪收入群体、城市
发展所需的引进人才，优先解决条
件困难、需求迫切的群体。加大配
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无疑
缓解了这部分群体买不起商品住房
的焦虑，解决住房的刚性需求。

配售型保障住房也要建成“好
房子”。“好房子”的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位置要好。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划拨的地块
位置十分关键。配售型保障住房应
优先安排在交通便利、配套齐全的
区域，如果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公
共配套不足，就可能造成购买意愿
不强、房源空置。宁波就明确要求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优先选址在轨道
交通站点、公共交通枢纽、工业园
区、高校院所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聚区周边。像我市首宗已完成供地
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就处在
规划的人口产业密集区域，这个地
块在贵驷，南面可瞰宁波植物园，西
面是昔日“红盘”之一绿城的春雨云
树，东侧邻鲲鹏生态产业园、新材料
联合研究院等。这样的布局，有利
于减少居民通勤时间，提高生活质
量。

在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时，
也不能因为是保障房就降低标准，
保障房不应是劣质房的代名词。必
须按照绿色、低碳、智能、安全的标
准，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保障性住房，
这样才能吸引符合条件的购房者。

智慧笔，用之复杂，弃之可惜
“体验下来意义不大，却给孩子和家长增加了很多麻烦”，“家长们感觉是为

了数字化而数字化，有必要吗”……一段时间以来，上海12345市民服务热线持
续收到闵行区部分家长的投诉，称孩子学校正在推广使用的一种“智慧笔”让他
们烦不胜烦。这种笔被开发来用于采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
后与家长共享。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运用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尽快
予以调整。 5月27日上观新闻

5月 25日下午，一场诗词爱好
者们的雅会如期而至。当天，“诗汇
三江·博雅少年”第二届宁波市青少
年诗词雅会复选在鄞州新蓝青学校
举行。340名选手是从3200多人中
经过初选晋级而来的。经过复选，
有48人晋级，参加最后的决选。做
香囊、点花钿、吟诵诗词、投壶、蹴鞠
……活动组织方还精心准备了一场
以“诗词雅集”为主题的古风游园活
动，引得选手们纷纷前来打卡。

5月27日《宁波晚报》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
或许会觉得诗词遥远而陌生。但事
实上，诗词从未远离我们，它就隐藏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等待着我们
去发现、去感悟。每一座城市，每一
条街道，甚至每一棵古树，都可能孕
育着一首美丽的诗篇。央视的《诗
词大会》节目从开播以来，一直都是
炙手可热的，人们在诗情画意里谈
古论今、吟诗作赋。《诗词大会》让人
们再次爱上了诗词，爱上了文学。
诗词也罢，文学也罢，不该只是时代
的“曲高和寡”“阳春白雪”，它应该
是融于生活每一分空间里的诗情画
意情怀。

“诗词大会”不能只在电视机
里，更应该做的是走进生活。以诗
词角逐的形式，引导中小学生亲近
传统经典，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们我
们需要在“经典咏流传”中，追求更
多文化生活的真谛。说白了“诗词
大会”不是为了能培养出多少小李
白、小杜甫，而是培育诗情画意的情
怀。宁波的“诗词大会”在吟诵经典
的同时，还开展了做香囊、点花钿、
投壶、蹴鞠等等传统文化活动，无疑
这才是开展“诗词大会”的本义，那
就是让诗情画意成为生活中的迷人
色彩。

我们常说，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精神的家园。而诗词，作为中华
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无数人的情感
和记忆。当我们在“诗词大会”中聆
听那一句句扣人心弦的诗句，不仅
是在欣赏文字的美丽，更是在与历
史对话，与先辈们的心灵相通。

将诗情画意融入生活，让心灵
在这繁华世界中找到一处宁静的港
湾。“诗词大会”无疑是我们对传统
文化的守护，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是为了让人成为李白和杜
甫，而是让每个人都能在文化的氛
围里过得洒脱惬意。

“诗词大会”让“诗情画意”融于生活
郭元鹏

由学生题写校名：贵在创新中求发展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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