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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教育!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闵行的教育故事里，总有一个

你；你的故事里，也总有一个我。我
们不让一个学校掉队，我们不让一
个学生掉队。构建教育的和谐生态，
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闵行百
姓共享优质教育的福祉，这是我们
共同的责任。”闵行中学校长何美龙
在演讲中为大家生动地介绍了该校
一直积极致力于和谐校园建设并不
断推动闵行地区教育优质发展的过
程。

为了让师生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闵行中学推进多元自主的
学校课程文化建设，推进工具理
性和人文理性并重的教学文化建
设，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合力的
多元发展平台建设，实现“多元共
生、绿色和谐、优秀卓越、幸福校
园”的办学愿景，为闵行教育做出
了新的贡献。

在致力和谐校园建设的同时，
自 !""#年以来，闵行中学联合文绮
中学、浦江二中、颛桥中学等 #所学
校，构建闵行中学教育联盟，订立共
同的发展目标，努力推动南闵行地
区教育的优质发展。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教育和谐

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
而学校一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
力量，是社会和谐文明的重要参与
者和实践者，所以教育为和谐社会
建设、文明城区创建，奠定了重要的
民生基础。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中，教育起着促进、提升、协调、示
范社会文明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立德树人，充分发挥教育在和谐
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更好地促进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
展，是教育界面临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任务。

12月 30日，“少年中国
梦”励志讲堂第四讲———“争做
文明使者，共建和谐社会”在闵
行区莘城学校举行。市文明办副
主任姜鸣，新民晚报副总编辑裘
正义，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刘世军等出席。
本次讲堂的核心词是“和谐”，

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世军
说，“和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瑰宝，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
“心平气和”、“地利人和”的文化追
崇。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
伟大战略，并把“和谐”作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要求的重
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在遵从自然法
则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打造
人们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
相处的社会生态。正在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的闵行，朝着幸福家园、和
谐社会的目标稳步前行。

活动中，“中国好人”、“全
国最美家庭”获奖者、虹桥镇
“开心小屋”创办人鲍美利，“保
护母亲河”志愿俱乐部志愿者、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学生詹郑
杰，上海市德育协会副会长、闵
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何美龙
分别进行了主题演讲。上海市
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朱鸿召、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高
有鹏等专家进行了点评，并与
中学生热情互动。

本届励志讲堂由市文明
办、市教委、新民晚报联合举
办，闵行文明办、闵行区教育局
承办，得到上海市医药学校、上
海市莘城学校等大力支持。

2016“少年中国梦”励志讲堂第四讲举行

争做文明使者 共建和谐社会

小屋故事"

“和谐”好似一首歌
励志讲堂上，“开心小屋”的创办

人鲍美利带来了一段与以往风格不一
样的演讲———几首暖心歌谣穿插在
演讲过程中，使得在座的观众们体验
到与以往不同的感受。演讲中，她给大
家讲述了人际关系在社会中的重要
性，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从一开始
“走出家门见到人都是不理不睬，不打
招呼，脸上毫无表情”导致自己感到孤
独自闭，到打开家门创建“开心小屋”，
邀请老年人来家里唱歌，“用歌声团结
大家，用歌声教育大家”。

!""$年“开心小屋”创办以
来，至今已有 !#个小屋，小屋朋友
举办了 %"多次的家庭演唱会。鲍
老师还教会了很多老人弹钢琴，用
音乐打开大家的心扉，丰富了老人
们的晚年生活，也营造了温暖和谐
的社区环境。小屋不仅仅连接了左
邻右舍的老人，更对公益活动作出
了贡献。“十年为老服务”对独居老
人、生病老人、高龄老人的困难大
家都会尽力帮助。
在小屋里有公约，有家风，人与

人之间互相尊重、信任、帮助，家庭伦
理、人生价值观等也在不断的交流中
更进一步，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并提升到一个良性互动的状态。
鲍美利认为，音律和谐，必能弹

奏出优美动听的乐章；社会和谐，必
将带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
局面。小屋群体为家庭和社会的和
谐起到很大作用，他们的能量辐射
到社会中是正能量，为大家树榜样、
创建美丽家园增添了无穷力量。

志愿精神"

一根捞杆的传承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在闵行区

吴泾镇拐了一个直角型的大转弯，江

边的吴泾公园，江木扶疏，堤外江水
洁净。由于地处江水回旋死角，垃圾
杂物都洄流至此，因此这优美的自然
环境得来极为不易，!"年来，多亏了
这样一根捞杆，这样一群志愿者。

&''$年，一位无妻无子的退
休老人动迁到吴泾，公园里每天都
会出现这位枯瘦老人站在堤墙边
用竹竿捞江面垃圾的身影，他就是
王显明。“每天捞掉一点垃圾，就可
以让黄浦江水多一份干净。”就凭
着这样一个信念，老人手拿捞杆，
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准时出现在黄
浦江边。老人动手绘制的《黄浦江
吴泾镇段潮汐表》，直到今日，依旧
是志愿者们掌握打捞垃圾的最佳
时间的标杆。

王显明老人的事迹被传扬后，
就有了第二代和第三代传承人，他
们分别是退休工人吕信荣和张更
大、张炉仙夫妇。!"&(年底，为了进
一步传承这一种志愿精神，吴泾镇
文明办发挥镇域内园区、社区、校
区、厂区“四区”的力量，依托“绿色
账户”社会组织的扶持，组建“王显
明保护母亲河俱乐部”。二十年来，
累计参与打捞活动的志愿者已达
&'万人次，人均服务时间 &!)*小
时，累计打捞各类垃圾 *%""多吨。

从一根捞杆的四代传承到百
千名志愿者的队伍，从一位老人回
报社会的平凡善举到引领社会和
谐发展的志愿精神，从改变生活环
境的朴素初衷到众志成城建设“生
态”、“宜居”闵行的美好愿景，从
“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到时代精神
和人类共同文明的有机结合。
“保护母亲河”志愿俱乐部志

愿者、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学生詹
郑杰以保护母亲河的目标任重而
道远，就像他所说，有越来越多志
愿者的加入，上海的天空一定会越
来越蓝，黄浦江的江水一定会越来
越清澈，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
美好。

!嘉宾讲演

和谐社会 身边做起
上海市委讲师团办公室主任

朱鸿召博士，在活动中对三位嘉宾
的演讲做出了点评。

鲍美利老师的开心小屋，让他
联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对于退休的
老年人生活文化建设提出了设想。
黄浦江上的打捞杆，背后体现出的
除了打捞清理，更是需要大家从源
头减少垃圾、合理处理垃圾，环保
要从身边做起。闵行中学能够一步
步的走来，校园建设与思想文化越
来越完善，正是由于何校长让老
师、学生、家长、居民们行动起来，
从自己、从身边做起。
他表示：“正是因为有像三位嘉

宾这样在自己平凡的岗位、简单的

生活中发光发热，默默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典型，才能一
点点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从自
己做起，向他们看齐，把自己的家园
建设得更美好，祖国建设得更强
大。”

传统文化 情怀在心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城市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高有鹏认为，“开心小屋是
心灵的温和，是心灵的安宁；一根
捞杆挑起的是一种希望，是一种情
怀，也是一种品格，我们的环境、我
们的心情要温暖、要清净，都来自
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小康就在我
们的身边，而小康最重要是开心和
快乐，开心和快乐就是感觉，这种

感觉来自于每个人的践行。何校长
讲演的‘你有我，我和他，他和我，
因为有你，所以有我’，这样一个文
化逻辑，也是一个生活逻辑，我们
的社会如何变得更加清净、更加美
丽，如何变得更加幸福和快乐，它
源自于我们每个人对文化的践行
和创造。”

高教授说：“我们的文化复兴，
我们的民族复兴，它有重要的动力
根源，那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有几千年的文明，在我们的昨
天有辉煌、有苦难，也有彷徨，而我
们也有自己的坚持，那就是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我们并是仅仅停留在
对文化的品位上，而是我们时时刻
刻都在创造着文化，在弘扬着民族
文化的伟大传统。

文字整理 江宜繁

!专家点评

上海市医药学校"

家校联动共育孩子成长
日前，上海市医药学校举行了

一场以“百草共育”为主题的家校
文化展示日活动。围绕家文化建
设，学校通过征集家训、校训、班
训，邀请优秀毕业生回校讲课，以
及现场各种学生的德体艺展示，为
学生与家长指明了学习、教育的思
路与方向。

上海市医药学校校长陆国民
表示，只有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
努力才能培育出杰出的人才，好的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举办家校文化展
示，让更多的家庭重视家校联合，
加强家校合作，充分实现联合共
育，共同呵护孩子成长。

本次家校文化展示日设立了
“家文化人气评比”、“家文化特色
展示”、“家文化微论坛”与“医校好
学子表彰”活动。

走进图书馆，一面“家文化人
气评比及展示墙”吸引了大家的
目光。这面评比展示墙上，展示了
从全校各班级收集、精选出来的
家训、班训，学生、家长们在签到
处领取一把色彩缤纷的纸蝴蝶，

把蝴蝶粘贴在他们觉得最好的家
训、班训之上，用这种方式进行投
票。最终通过统计各条家训、班训
上收到的蝴蝶数量，评选出最佳
人气奖。

在“家文化微论坛”上，学校通
过邀请优秀毕业生回校谈心得、情
景案例分析、大国工匠展示技艺的
方式，强化了学校对家庭教育工作
的指导意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六神丸制作技艺传人张雄毅
除了现场展示了“六神丸”的制作过
程外，还特别成为了上海市医药学
校的特聘专家。

徐红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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