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静水流深”的坚守是慈善的最高境界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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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图说世相

街谈巷议

阿拉有话

今锐评

A162025年5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高凯 叶飞 审读/刘云祥 美编/周斌

“超级英雄”进幼儿园：
这波爱国教育比奥特曼更带劲
王志高

何必让孩子长成“父母想要的样子”？
郭元鹏

“真正的学习是无我的，管他动机
做什么”“朋友圈是滤镜下的虚假世
界，潜意识比较会滋生痛苦”“家长的
责任不是‘雕刻’孩子，而是提供土壤，
让他们长成本该有的样子”……5月
25日，一场围绕大脑与学习的读书分
享会，在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举行。
作为分享嘉宾，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精神科医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张庆玉金句频出，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知识与心灵的盛宴。

5月27日《宁波晚报》

“孩子不该是‘雕刻’出来的”这一
观点振聋发聩。在传统教育观念的影
响下，父母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梦想、
未竟的愿望以及社会的成功标准强加
于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按照预定
的轨道前行。然而，这种强制性的期
待，往往忽视了孩子的真实感受和内
在需求，导致他们在追求“完美”的道
路上逐渐迷失自我，甚至产生心理问
题和成长障碍。

我们不可把孩子“放在模具里生
长”。在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未来
的成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标准和路
径。因此，家长和教育者应当摒弃千

篇一律的教育模式，尊重孩子的个性
差异和兴趣选择，为他们提供更加自
由、开放的发展空间。只有这样，孩子
才能在探索中发现自我，实现真正的
成长与超越。

“真正的学习是无我的”这一深刻
见解提醒我们，过度强调学习动机和外
在奖励往往会导致孩子陷入功利主义
的泥潭，失去对学习本身的热爱与好奇
心。真正的学习应当源于内心的渴望
与探索精神，而非外在的压力和诱惑。

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朋友
圈的滤镜”和“潜意识比较”已成为孩子
成长过程中的隐形杀手。这些虚拟的表
象和不断的比较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
与焦虑，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家
长应当引导孩子正确看待自我与他人，
培养他们的自我认同感和幸福感。

“不雕刻孩子”并非放任自流，而是
基于对孩子尊重和对成长规律深刻理
解的教育智慧。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
教育的目的与价值，回归教育的本真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自然、和谐与自
由的环境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这不仅是对孩子负责，更是对家庭与社
会的一份承诺与担当。“不雕刻孩子”，
让孩子长成该有的样子。

昨日一早，镇海区慈善总会收到
一笔1万元善款，署名“虞乐”。这个
温暖港城二十载的名字，再度续写了

“慈善一日捐”的爱心长卷。
5月27日《宁波日报》

二十年如一日，不留姓名、不求回
报，累计捐出善款逾20万元。他们未
曾登台领奖，却站上了慈善精神的高
峰；不曾豪言壮语，却用行动诠释了

“行善积德”的厚重意义。
“虞乐”——一个由两位老人名字

组合而成的化名，背后是一段跨越岁月
的情感，一份历久弥新的大爱。捐款人
乐可祥、虞雅仙是一对夫妇，普通得不
能再普通，却做出了令人敬佩的选择：
隐姓捐资二十载，虞雅仙离世后捐献遗
体，乐可祥独居且清贫却始终拒绝慰
问，言辞恳切：“有比我更需要帮助的
人。”这不正是中华传统美德中最令人
动容的“仁心”与“克己”吗？

“虞乐”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捐
款数额，更在于初心。他们的慈善，
没有摄像机前的聚光灯，没有社交网
络上的点赞分享，有的只是朴素的信
念、静水流深的坚守。这种“隐善而不
张扬”的慈善姿态，恰恰是一种精神高
度：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心安；不求回
报，只愿人间温暖。这才是慈善的最
高境界——不在于捐了多少，而在于有
没有一颗真正愿意给予的心。

慈善之道，贵在诚心，重在恒久。
现实生活中，不乏一次性大额捐助者，
也不缺临时起意的善举，但如“虞乐”
这般坚持二十年如一日、化名默捐、不
图回报的却很少。面对这样的善举，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才能支撑
一个人，在自己并不富裕的境况下，持
续二十年做一件看似“无声”的善事？

答案或许藏在“虞乐”老人朴素的
一句话里：“活着就要帮助更多人。”短
短几个字，却沉淀着最深沉的道德信
仰。“虞乐”的故事，也为当下的公益事
业提供了宝贵启示。在流量时代，慈
善面临着被“曝光”与“营销”异化的风
险，部分慈善行为浮于表面、趋于形
式，而“虞乐”提醒我们：真正的慈善，
不该是炫耀的资本，更不应成为博取
关注的手段，而是源自内心的自觉，是
对他人命运的深切体察与温柔回应。

正如古人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
庆。”我们看到，像“虞乐”这样坚守初
心、默默奉献的普通人，正在成为推动
社会前行的“无名英雄”。慈善是一项
事业，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今天
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滋养依旧不可或
缺。“虞乐”的出现，让我们看见了慈善
的原点，也照见了道德的方向。我们需
要更多像“虞乐”这样的榜样，唤醒社会
对“默默行善”的尊重与礼敬，也需要构
建更温暖的慈善环境，让善意得以流
动、传递、延续。 5月26日早上，鄞州区云天实

验幼儿园天琅园区升旗仪式上，来
了一群“超级英雄”。他们身着军绿
色T恤，往那儿一站，昂首挺胸，身
姿挺拔。他们是来自宁波市军队
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一中心、
二中心，慈溪市军队离休退休干
部休养所的军休干部。走进幼儿
园，他们教孩子们叠被子、站队列、
练坐姿……用生活中的小事帮孩子

“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
5月27日《宁波晚报》

看到这新闻，我第一反应是：这
届小朋友的童年赢麻了！比起动画
片里的蜘蛛侠和奥特曼，这群穿军
绿色T恤的爷爷奶奶，才是真硬核
偶像。他们不用特效、不靠变身，往
那儿一站，笔直的腰板儿和铿锵的
正步，直接给孩子们上了一堂“沉浸
式爱国课”。

这活动妙就妙在把“爱国”俩字
从课本里抠出来，塞进了孩子们的
生活细节里。叠被子能叠出“豆腐
块”，站队列能站成“小松树”，坐姿
能坐出“精气神”，这些看似琐碎的
日常，被军休干部们一示范，瞬间成
了孩子们眼里的“英雄技能”。有小
朋友当场宣布“长大要当军人”，这
效果可比老师唠叨一百遍“你们要
爱国”管用多了。为啥？因为孩子
世界的逻辑很简单：谁厉害就学
谁。当军人爷爷能把软塌塌的被子
叠出棱角，能把升旗仪式变成热血
现场，他们自然觉得——这可比搭
积木酷多了！

更绝的是“三代同堂”的设计。
当“军娃”桑熠诺骄傲地介绍“这是
我爷爷”，当内向的小女孩在外公展
示战斗机模型时挺直了腰板，这场
活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教育，成了
军人家庭的“高光时刻”。这些细节
暴露出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相：爱国
教育从来不是单方面灌输，而是一
种“双向奔赴”。军休干部们收获的
何止是孩子们的崇拜？还有那份

“被需要”的幸福感。任向辉爷爷出
门时被小朋友拽着手不让走，这场
景比任何荣誉勋章都更能证明——
他们的精神遗产，真的有人接棒了。

有人说，现在的小孩只知道“孤
勇者”和“奥特曼卡片”。但这新闻
啪啪打脸：不是孩子不爱崇高，而是
我们总把崇高讲得太抽象。当李继
国爷爷掏出手机壳上的飞机模型，
孩子们瞬间“炸锅”的画面说明——
英雄故事从来都有市场，关键得会
讲。比起照本宣科“红军爬雪山过
草地”，孩子们更想听“爷爷开战斗
机时见过云海吗”。把宏大叙事拆
解成有体温的细节，爱国教育才能
从“任务”变成“追星”。

当然，也有网友嘀咕：搞这么热
闹，孩子们明天起床会不会又变回

“小懒虫”？要我说，哪怕他们只记
住了“爷爷走路带风好帅”，只学会
了把被子多拍两下，这波操作也值
了。教育的种子从来不是一天长成
森林，而是先让人看见光。当那个
想当工程师的小朋友突然改口“要
当军人”时，谁能否认这一刻，他心
里的光比奥特曼的激光更亮？

丰调箱、水溶
胶条、可循环快递
箱……随着《快递
暂行条例》实施在
即，各大快递企业
纷纷推出“绿色包
装”新举措。然而，
在这场看似热闹的
环保行动背后，我
们不禁要问：快递
包装“瘦身”了，客
户真的满意了吗？

5月27日
《工人日报》

客户满意才是真“绿色”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