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千名中小学生调查显示

! ! ! !对于现在的“!"后”、“""后”来
说，有多少人知道雷锋的故事？他们
是怎么看待雷锋的？雷锋精神在当
下应该如何得到传承和发扬……
本周，有媒体在杭州 #"所中小

学开展“我们身边的活雷锋”大型调
查结果显示$超过九成同学表示，雷
锋精神不过时。

如今孩子做公益
也是学雷锋

在刚刚结束的寒假中，钱塘外
语学校八%&'班的黄昊悦参加了一
个活动。
“过年前的那段时间刚好是春

运高峰，火车站有很多急着回家的
人，妈妈单位组织了送姜茶的活动。”
黄昊悦听妈妈说起后，主动提出要一
起去。“火车站那些旅客真的是太累
了，也不管地上冰不冰，直接就坐在
地上，有的人就这样
趴在膝盖上睡着了。
这些人大多是贵
州、云南等地的外
来务工人员，为了
挣钱，他们背井离
乡，特别不容易。”

“有个阿姨坐
在地上，旁边摆满了行李，怀里还抱
了个孩子。我给她端过去一杯姜茶，
她马上笑了起来，嘴里不停地说着
‘谢谢’。”黄昊悦说，看到他们发自内
心的笑容和真诚的话语，自己心里也
觉得暖暖的，觉得特别开心。
“我觉得学雷锋更多应该放在

日常行为中去。”钱塘外语学校德育
主任华银亚说，一杯姜茶虽然事小，
但却能让那些身在旅途的人感受到
温暖，反过来，接受姜茶者的道谢，
也能让送姜茶的人感受到幸福。
杭州天长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

黄勤说，除了每年的学雷锋活动，学
校在平时就经常组织同学做一些公
益活动。五%()班的黄之彦，去年 (&

月和妈妈在吴山广场看到有帮扶我
国教育事业的“彩虹计划”在做公益
活动。她立马和妈妈商量给一个小
朋友捐了一年的学费。“记得是二
年级，老师给我们推荐课外书，雷锋

故事是推荐书目之一。奶奶也给我
讲过雷锋的故事。”黄之彦说，雷锋
的助人为乐最让她感动。

超七成同学
知道雷锋的故事
从本周一起，媒体在建兰中学、

长寿桥小学、安吉路实验学校、杭州
天长小学等 ("所杭城中小学校开
展关于“我们身边的活雷锋”大型问
卷调查，共有 ("""名同学参与。
调查结果表明，超过七成同学

知道并很清楚雷锋的故事；超过九
成的同学表示我们这个社会非常需
要雷锋精神，雷锋精神并不过时。
“你觉得现在应该学雷锋吗？”

!*+,-的同学表示，现在仍然应该学
雷锋，而且现在这个社会更加需要雷
锋精神；(+,-的同学表示不应该，现
在是商业社会，雷锋精神已经过时

了；.+.-的同学表示学不学无所谓。
同学们还总结了雷锋的以下

几点品质：助人为乐、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回报社会；刻
苦钻研的钉子精神；厉行节约的艰
苦奋斗精神；舍己为人的傻子精神；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
会干涸”的“团队精神”及敬业的“职
业素养”。

11类偶像选项中
雷锋位列第三

问卷中“偶像”这一问题的结果，
得票最多的有两个选项“商界名人
如乔布斯”和“影视明星如周杰伦”，
这两个选项的得票率都是 &/-。同学
们的理由如下：乔布斯拥有财富并帮
助他人；他很睿智，很有想象力；乔布
斯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了世界；他有
自己的梦想并付诸实际；周杰伦不但
歌唱得好，还很孝顺父母；影视明星

会演很多不同的人，他们更需要丰
富的知识……

除商界名人和影视明星外，
((+0-的同学选择雷锋当偶像，在给
出的 ((个选项中位列第三。理由
有：我不认为金钱和声望多重要，只
要让身边的人开心就好；雷锋助人
为乐，不管自己的生活与劳苦，都要
帮助别人，做好事不留名。一位同学
描述了心中偶像大致的样子：有一
些成就，还能回报社会，帮助别人，
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最欣赏的雷锋精神
是助人为乐

调查时，记者跟同学们聊起雷锋
歌曲。有同学问：“《学习雷锋好榜样》
我会唱一句，算是会唱吗？”
钱塘外语学校八1*)班的戚宇潇

说，他知道雷锋，也知道他是一个乐
于助人的解放军战
士，但雷锋的事迹他
了解得不多。不过他
觉得，学习雷锋最主
要的是传承他乐于助
人的精神，唱歌只是
一种形式，会不会唱
关于雷锋的歌，知不

知道雷锋的事迹并不重要。
钱塘外语学校八%.)班的王泽英

同学说，她之前看过关于南京儿童
福利院年前遇到“突击献爱心”的报
道，有时候他们一天要接待二三十
批献爱心的人。王泽英认为，这样的
献爱心就有些形式主义：“就像学雷
锋一样，献爱心也应该放在日常的
每一天，从点滴做起，而不是一种口
号，一种形式。”
“学雷锋不仅仅是学雷锋日一

天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有做好事的潜意识。”建兰中
学的黄天泽同学认为：“乐于助人是
现代社会需要的，但我觉得雷锋的
有些做法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比
如送别人回家，在现在社会可能并
不需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让助人为乐成为我
们日常的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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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越高补贴越高 最高可补300元/平方米
! ! ! !江淮晨报 安徽芜湖市政府日
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执行
《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改善居
民住房条件的若干意见》。《意见》规
定，&"(&年 (月 (日至 &"(&年 (&

月 *(日期间，在芜湖市区购买自住
普通商品住房，给予所纳契税 (""-

的补助，且最高可给予 (0"元2㎡购
房补贴，而属于引进人才的购房人
可给予 *""元2㎡的补贴。

这是今年来内地首个给予购
房契税补助和购房补贴的地方房
产新政。在目前房地产市场低迷的
背景下，被业界认为是楼市的重大
利好，有公开救市的嫌疑。

按照《意见》，购买住房补贴
的多少还与学历高低挂钩，具体
的政策为：具有中专及以上学历
或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3含初
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的购房人，
财政部门再按所购房屋面积给予
#//元2㎡购房补贴；具有硕士学
位研究生或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含高级技师资格)的购房人，财政
部门再按所购房屋面积给予&//

元2㎡的补贴；具有博士学位研究
生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购房
人，财政部门再按所购房屋面积给
予 *//元2㎡的补贴。享受的补助
房产 *年内不得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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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严格压减会议数量和开会发言时间
! ! ! !人民日报 &月 ,日，广州市
委十届二次全会开幕。这次会议明
确要进一步落实“无会旬”会议制
度$除重大紧急任务%或市主要领
导特别交代及上级会议)等特殊情
况外，自本月起，每月中旬 %## 日
至 &/日)原则上不安排以市委、市
政府或部门名义举行的全市性会
议或活动 %不含专题工作会议、常
务会议、办公会议、调研现场工作

会等)。各部门%或市有关领导小组
等议事协调机构) 请求以市委、市
政府名义举办全市性会议%活动)，
或以本单位名义举办需各区%县级
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全市
性会议%活动)，必须报请市委或市
政府审批。
《意见》明确，严格压减会议数

量、开会发言时间，提高会议质量。
! ! !罗艾桦"

既有“教育合同”，何必因材施教？
高中班主任与在校学生签“合同”,违反必罚———! ! ! !近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一名高

中生发微博称! 他所在的学校与在

校学生"签合同#!若学生成绩提高

会有奖励! 并约定学生不准顶撞老

师$不在教室说闲话$不谈恋爱等!

若违反会得到对应惩罚!如警告$记

过直至开除等% 记者采访了这所学

校的校长!该负责人表示!这仅是高

二年级部分班主任的行为! 学校对

此并不知情!&愿望是好的! 但做法

不妥#% %大河网 &月 !日)

校方对于与学生签&守纪合同#

或&教育合同#到底是不知情!还是

明知其有而隐之! 其实已经不重要

了%我们眼下急于要的结果!并不是

校长当负什么责任!而是这种&教育

合同# 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的教育

工作者所推崇和实践'

先贤提倡&有教无类#!西人亦

提倡&爱的教育#!如今看来!最管用

又最省心的教育模式莫过于某些人

创造的所谓&合同教育#%

合同这玩意! 在市场经济时代

并不新鲜% 它对于交易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有对等约定! 符合契约论的

基本精神! 有利于人们的商业行为

更趋公平$理性% 其实!各类合同即

便发生在生意场上! 也是一种对等

交易! 是双向约定! 否则就无所谓

&合同#了%而教育!岂能变成对等交

易'就算是交易!行文也不能如此霸

道!归于&要么服从!要么滚开#之

类!只见规定学生必须如何如何!并

无对等地规定老师必须怎样履行义

务之语%把这当成一种合同!那也只

能是&合同#的笑话%

至于学校负责人称!&愿望是好

的#!我们也只能宁可信其有% 只要

开学时把合同一签!纪律差的学生无

违纪之忧(学习态度差的还可以通过

签合同逼其转变学习态度(甚至于对

于一些可造之才!还可以直接签上合

同!保管他直接升重点大学% 从这个

所谓的"教育合同)中!不难看出!所

谓"类)的确是有了*爱动的爱说闲话

的$不懂事爱顶撞老师的$发育好喜

早恋的!都不乏制约的策略% 合同是

学生自己签的!到时候老师只需收紧

缰绳!照合同办事即可%然而&教)呢'

恐怕基本付之阙如%

教育毕竟是一个因材施教$以

爱育心$关注成长$鼓励全面发展的

事业! 这样的道理其实不用再重复

了% 对于个性万端的孩子!对于需要

不懈付出的百年育人大计!实在是无

法做到合同一签即万事大吉了% 甚

至!即使把&教育合同)当成了一种辅

助措施!也是一种有类无教的荒唐游

戏% 而类似的&教育合同)游戏!在我

们的中小学教育中已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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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九成中小学生
认为雷锋精神没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