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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昨日纷纷举行
自主招生考试。与大学自招多少有些异曲同
工，高中自招面试时的各种“怪”题，也让考生
们应接不暇。名牌高中，到底是真想“难住”考
生，还是为了在生源争夺大战中抢得先手呢？
说是面试，但许多学校都提前关照学生要

带好笔、橡皮等文具，且不得带计算器，这分明
是意味着有考卷要等着做。果然，除了有语数
外等内容外，还有一些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题
目，比如，“黑匣子是什么颜色的？”“火警电话
号码是什么？”等。
昨晚，部分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的自招面试

题目就已在网上流传，家长和学生们还为今年
“最奇葩、最惊艳的推荐、自荐面试题”投票。其
中，有几道心理面试题位列榜首，包括“有没
有自杀倾向”、“有没有对异性降低兴趣”，还有
学校在面试中询问到了学生“是否便秘”、“会
不会头疼”等。浦东新区的沈同学说：“由于之
前都在准备文化考试，当问到这些问题时，确
实有些意外。”一位校长坦言，孩子是否身心健
康对于人才的培养非常关键，因此，在招生过
程中进行心理测试以及面谈中涉及身心健康
的话题，都是对考生全面素质的考查。

其实，示范性高中自推出自主招生后，被
认为是“抢生源”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
此，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说，既然是自主招
生，那么，参加招生的学校应该在教学上呈现
出个性差异，在学生培养上也能各有所长。然

而，事实上现在的高中，从教材到教学到考
试，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样的自主
招生除了“抢生源”还能有什么真正的实际意
义呢？
叶校长还提出，有的示范性高中可能会觉

得自己很“牛”，但不要忘了它们都是姓“公”而
不是姓“私”。上海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有义务
落实教育改革措施，引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改
革，而不是在应试教育上推波助澜。示范性高
中很有必要冷静反思一下自己：到底什么叫
“好学校”；一所好学校的能耐是只会招好学
生、教好学生，还是恰恰相反，能把底子相对比
较差的学生教成好学生。
就在高中自招的当口，有关明年中考政策

可能有“重大调整”的消息被传得沸沸扬扬。比
如，有的在传“明年英语要考口试”，还有的说
上海“四大名校”明年将不参加中考，全部通过
自招录取。对此，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吴
坚说，明年的中考政策确实会针对市实验性示
范性高中的推荐和自荐招生做一定的调整，但
家长间的这些传言大多只是没有根据的猜想。
“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正式的有关明年中
考改革的通知。”他表示，中招政策若有重大调
整，通常都会提前一年对外公开，今年的 !到
"#月份学生和家长可以多留意市教委公布的
信息，而每年的 "月份公布的都是当年度的招
生政策方案。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本市示范性高中自主招生引出何谓!好学校"话题

抢优等生不难 让普通生变好才牛

本报讯（记者 王蔚）在纸张尚未使
用之前，我国古人写信是以竹片、木片为
载体，竹片叫“简”、木片叫“牍”或“札”，
长约一尺，于是便有了“尺牍”之称，也成
为后人对古代书信的统称。据悉，上海
图书馆所藏明清至当代尺牍原件达二
十余万通，列国内各大图书馆前茅。在
昨天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
心等主办的“人类记忆与文明变迁———
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关
专家提出，应将尺牍尽快申报“世界记忆
遗产名录”。
“尺牍为后人考察历史提供了许多

重要的细节。”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
主任黄显功在研讨会上说，尺牍的史料
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较客观地反映了
当事人的有关信息，即所谓“读其文可以
参稽其事迹，想见其性情”。而且，尺牍是
人物研究最直接的史料，因为私信是属
于自传的范畴，是了解传主在特定阶段

真实经历和隐秘心理的最佳佐证。
此次，上图方面有意将尺牍申遗，是

因为该馆所藏尺牍不仅数量多，且内容
价值极高。黄显功介绍说，明清尺牍中有
一大批由收信人及其家族保存的家藏尺
牍和由收藏家搜罗辑藏的尺牍，前者有
《颜氏家藏尺牍》《诗笺朋旧尺牍》《曲园
所留信札》《冬暄草堂师及笺存》等，后者
如《国朝名贤手札初、续集》《武进陶氏集
藏清代各家书札》等我国名家尺牍的代
表作，这些原始尺牍保存了一批特定人
士的交往记录，既是个人的记忆，也是群
体的记忆。此外，还有一批珍贵的个人档
案，如盛宣怀、唐绍仪、熊希龄、柳亚子等
私人档案，其中有大量公私尺牍原件，总
数超过十万余件，折射了晚清以来的风
云变幻，成为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是珍
闻秘史的原始记录。
黄显功认为，存世的中国尺牍文献

是亟待保护的人类重要历史文化遗产。

!上图"二十余万通尺牍
应申报世界记忆遗产

! ! ! !她出生在青浦区浦南村，如今
在练塘镇浦南村、卢潼村、小蒸村一
带名气很响，“老家的人”有困难总
会想到这位“老阿姐”；她有着 $%年
党龄，做了 "&年的纪检干部，退休
后的 ""年中，帮助 '(#多名困难群
众找到了工作；她 )年前就搬出了
夏阳街道青城社区，但如今每天依
然到青城社区“上班”，作为志愿者
的她巡逻、清扫卫生，每天要忙一上
午。她被乡邻们叫作“姚阿姨”，本名
“姚美娟”。

每天!上班"当志愿者
前几天一个早上，记者跟随姚

阿姨从她现住的青浦区夏阳街道锦
泽苑小区，坐 (站公交车，来到青城
社区。戴上红袖章，这位 ()岁的老
志愿者又开始了一上午的活动。

'##*年，姚阿姨从青浦区监察
局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休，当时住在
青城社区，她一退休就当起社区志
愿者，"" 年来“痴心不改”，以至搬
了新家，依然每天回老小区服务。

每天早上 ) 时半开始的社区
“巡逻”，姚阿姨风雨无阻。只见她看
到停放得不整齐的自行车，立马上
前挪挪，整齐了，开心地笑笑；又看
到一个垃圾桶坏了，就自顾自嘀咕：
“记住，记住，去物业说一下！年纪大
了，怕记不住。”遇到认识的人，就热
情地打个招呼，问问对方近况，然后
继续前行。
闲时坐下来，姚阿姨说起自己

的人生：")岁入团、"%岁入党，当时
是“铁姑娘战斗队”的一员，种田是
一把好手；"!%%年之前，是当时的
小蒸乡党委委员，“宣传、组织、妇联
……啥工作都做过。”丈夫就是那时
候认识、相爱并相守的；"!%%年之

后，调到青浦区做了一名纪检干部，
直到退休。“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
自己是个农民，闲不住，想为大家做
事情。”姚阿姨说。

!求助热线"!!年不敢换
姚阿姨的爱人 '#年前就去世

了，她带着两个女儿顽强生活。如今
和小女儿一家住在一起。女儿女婿
都支持姚阿姨的“工作”，特地在家
里腾出一个房间，作为姚阿姨接待
求助者的“接待室”。

说起退休后的“工作”，姚阿姨
说：“我在区里面人头熟，老家的人
想找份工作，做做保姆、保安，搞点

绿化养护，当个市容协管员之类的，
我就去牵线搭桥。”这位“就业指导
员”成果斐然，""年来，经她介绍找
到工作的人多达 '(#多名。
在姚阿姨随身携带的一个笔记

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介绍工作的
情况：哪年哪月哪日，来自哪个村的
谁，介绍的是什么工作，工资多少，
有什么联系方式，全都清清楚楚。
求助者通过口口相传知道了姚

阿姨这个人。""年前，姚阿姨的一
个小灵通号码，成了老家人的“就业
指导热线”。“""年了，不敢换这个
手机号码，怕人家找不到我，一直到
今年 *月份，我才换了一个电信的

手机号码。”

值得信任的!知心大姐"

姚阿姨是个热心人，遇到需要
帮助的人总是要拉一把。她随身携
带的包里，总是用信封装着 "###元
钱，“日常生活中，遇到需要帮助的
人，我就给一些钱，让他们渡过眼前
难关。”而依靠退休工资生活的她，
慷慨解囊的背后是两个女儿、两个
女婿的支持。
今年 (#岁的谢金宝阿姨，家住

庆丰新村，离姚阿姨原所住不远。
'##"年谢金宝丈夫因病去世，当时
女儿 ")岁，正准备考大学，“我又没
工作，还因丈夫治病欠下 (万多元
债，当时感觉天都要塌了，一死了之
的想法常在脑子里盘旋”。
打电话给姚阿姨后，谢金宝才

感觉“有人和我在一起”。但姚阿姨
给她介绍的一份保姆工作，她一开
始感觉“丢面子”：“第一次跟雇主见
面，姚阿姨陪我去的，我坐公交车，
还没下车就远远看见姚阿姨焦急地
等在站台上，那时候我眼泪哗哗的，
一下子想明白了，靠自己双手养活
自己和女儿，没什么丢脸的！再想不
明白就对不起姚阿姨了。”
如今，谢金宝早已苦尽甘来，%

年前她又找了个老伴，* 年前不再
做保姆了；女儿也已大学毕业，现在
远嫁新加坡，育有一男一女。谢阿姨
说：“多亏当初姚阿姨帮我！”
在庆丰新村，谢金宝还有一个

“小姐妹”叫封莉静，后者“遇到困
难”时，谢金宝把姚阿姨介绍给她。
“*年前，女儿正在读大学，丈夫做
市容协管员，我有慢性肾病，只能在
家休养，生活的重担压得我都快透
不过气来。”封莉静说。

当时姚阿姨一接到封莉静的电
话，匆忙赶到她家，一看“家徒四壁”
的情形，立马塞上 &##元钱：“先拿
着看病吧，其他的，我再想想办法。”
第二天开始，姚阿姨就马不停蹄地
跑区教育局、区妇联、区总工会，反
映封莉静家里的情况。街道领导关
心重视，不仅各种困难补助得以落
实，还帮封莉静找到了一份力所能
及的保洁工作。去年，女儿许朵大学
毕业，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第一个报
喜电话打给了姚阿姨。

老家闻名的!慈善家"

对于姚阿姨来说，“老家”总是
她很难割舍的一个地方。而对于老
家的困难群众来说，说“姚阿姨”是
“慈善家”也不过分。

在老家，有一位叫顾月珍的独
居老人，今年已经 )*岁。姚阿姨总
是定期地看望这位“老阿姐”。老阿
姐嘟囔家里太安静，姚阿姨就买了
一台 ''英寸的液晶电视机给她解
闷；老人做饭不方便，姚阿姨又送去
一个电饭煲。平时，买菜、配药、送衣
服，从不间断，一帮就是十多年。姚
阿姨说：“独居真不容易，我一定会
帮到底。”
在老家，还有一位叫钱玉妹的

“阿妹”，比姚阿姨小 ""岁。钱玉妹
出生在浦南村，嫁到练塘镇，婚后 *

年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襁褓中的女
儿嗷嗷待哺。“我女儿现在 ')岁了，
已经硕士毕业，在大盈中学教书。'#
多年啊，要没有姚阿姨，我们娘俩真
不会有今天！”最令钱玉妹感激的
是，“'##"年，女儿想到青浦城区上
好初中，姚阿姨把我女儿户口迁到
了自己家里，这样我女儿才进了东
方中学。” 本报记者 金志刚

热心公益#退休 !!年帮 "#$多名困难者找到工作$$$

闲不住的!青浦好阿姨"姚美娟

! 姚美娟与居民拉家常!化解邻里矛盾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