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鞠圣娇

近日，茌平区组织准大学生开展“用
脚步丈量家乡 带着骄傲上大学”特色思
政课活动，百余名准大学生走进信发工
业园、茌平区国有广平林场等特色场
所。这堂思政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
家乡，了解家乡发展历史，也激发了大家
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且不说一直埋头苦读的学生们对家
乡有多少了解，我们很多成年人对自己
家乡的文化、历史和发展也可能缺乏正
确的认知，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误解。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或许正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才忽略了家
乡的美好。说起家乡时，我们常常不知
道该用什么样的词汇去描述它，该从哪
些方面向别人详细地介绍它。其实，这

都源自我们对家乡的不了解。
每位身处异乡的中国人对家乡都有

着别样的情愫。当我们漂泊在外，家乡
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名词，它有着熟悉而
独特的标识——一口家乡菜、几句方言
或是来自家乡的特产，都有可能唤起我
们对家乡的怀念。内心深处，对家乡的
眷恋支撑着漂泊的游子。如果我们对家
乡没有足够的了解，那么我们的这种情
感将无处安放。

助推家乡发展，每个人都应该争当
“家乡推介官”。当我们被他人问起家乡
的事、家乡的人，不论是现实中还是在网
络上，如果我们只能回复一句“不太知
道”，不仅自己会觉得难堪，也会影响他
人对我们家乡的判断。从这个角度来
说，我们更应该深入了解自己的家乡，并
自豪地向他人介绍家乡。再小的城市，

也有其闪光点，就看我们能否发现。君
不见，许多游客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县
域旅游，探索发现每个宝藏小城。而这些
即将外出求学的准大学生，正是宣传家乡
的大使，随着他们奔赴天南海北，我们的
城市将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了解。

当下，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
为重要课题，而外出求学的年轻人有着
活跃的思想，是未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力量。让他们深入了解家乡，有
利于其早日做出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
道路，也会让那些愿意为家乡发展贡献
力量的年轻人提前做好准备。从这个角
度来说，茌平区这堂思政课一举多得。笔
者希望这样的思政课能够越来越多，听课
人的范围也能进一步扩大。如此，才能让
更多的人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服务家乡
发展。

热爱家乡，从了解家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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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7月30日上午，许多有关巴黎奥运会
的最新报道都用了“一觉醒来3块银牌”
等类似的表达。其中体操男团决赛，中
国男子体操队最终仅以 0.532 分之差与
金牌失之交臂；女子100米蛙泳决赛，20
岁中国小将唐钱婷一直领先，最后时刻，
南非选手在触壁环节率先碰壁，唐钱婷
遗憾摘银；再联想到之前射箭女子团体
决赛，中国女子射箭队差2环就能打破韩
国女队对于该项目的统治。一届奥运
会，有多少荣耀时刻，就有多少“意难
平”，这也是竞技体育的“残酷”之处。

在奥运会赛场上，青年运动员，特别

是崭露头角、之前拿到过不俗成绩的青
年运动员，常常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他们的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失误都
会被放大检视。不久前，17 岁的跳水运
动员全红婵在接受央视记者专访时说：

“我也年轻过，但我怎么也回不到年轻的
感觉了，动作越来越沉重了，觉得没有那
么轻松吧，完成度很低。”

全红婵的经历并非个例。许多运动
员在发育期都会面临成绩波动的问题。
随着身体进入快速成长期，原本轻盈的动
作可能会变得沉重，原本熟悉的技巧也需
要重新调整适应。这不仅是对运动员技
术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他们心理素质的考
验。在这个过程中，运动员们需要理解和

支持，而不是质疑、批评和捧杀。
由于在东京奥运会中以满分夺冠，

最近几天不少自媒体以“全红婵平地入
水都可以这么完美”“才知道全红婵这一
跳的含金量有多高”“这一跳没有惊动
水，却惊动了全世界”“全红婵跳水都没
我下饺子水花大”等词条将全红婵挂上
热搜拔高观众期待值，这对她来说无疑是
一种消耗。本届巴黎奥运会赛前，一部分
网友还以“一定能拿下冠军”“婵宝必须拿
下冠军”等话术进行留言，这无形中给运
动员增加了压力。我们做不到与运动员
感同身受，但可以营造文明理性的舆论环
境，让他们安心比赛、享受比赛。

大国之大，不只是体量大、块头大，

更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我们应该意识
到，他们首先是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其
次才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对于他们在
聚光灯下的表现，我们需要展现出更多
的包容与理解。

正如全红婵所言：“每天七八个小时
地去跳，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自己的目
标要追求，永远都朝着冠军向前走。我希
望我们去参加奥运会的所有人都能站上
最高领奖台。”对于青年运动员，我们应
该学会欣赏他们的每一次进步，鼓励他
们克服困难，而不是仅仅聚焦于一时的
成败。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创造一个
更加积极健康的成长环境，陪伴他们走
过每一次挑战，迎接每一个胜利。

拒绝“增压”的流量，要有包容的雅量

□ 李霞

“ 这 里 是 奋 进 中
的‘牛马一中’，在 阳
光 下 慢 慢 绽 放 它 的
光 彩 ……”近日，湖北
襄阳市樊城区牛首一中
的毕业典礼上，一名优
秀毕业生在发言时戏称
母校为“牛马一中”，结
果遭校长当众批评，并
收走了优秀毕业生证
书。7月29日，樊城区委
宣传部回应，学校已将证
书归还本人，同时责令学
校及校长作出深刻检讨。

“牛马”一词，如今
在互联网上颇为流行。
学生自比牛马，是显示
个性、表现幽默的一种
方式。“大家知道我为什
么要念‘牛马一中’吗？
我知道你们都非常恨这
所学校，但要明白，这是
我们挥洒了三年汗水的
地方。你们希望离开这
里吗？”回到当时的语
境，不难理解，这名学生
不是要指责母校，而是
以欲扬先抑的手法，唤
起台下同学对母校的不
舍之情。

并非恶意的调侃，
满是感恩的味道，可校长显然没听出来，
不仅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把发言的学生赶
下台，还收走了优秀毕业生证书。校长
还称，涉事学生没资格调侃学校。且不
说学生并无过错，就算言语失当，校长如
此简单粗暴，既显得古板不近人情，更伤
害学生自尊。无论如何，这都不是教育
工作者该有的样子。

学生的调侃，网友读出了幽默，校长
却听出了冒犯。据悉，牛首一中教师的
平均年龄为43岁，不理解十几岁孩子的
话语体系倒也正常。值得思考的是，很
多学校老师年龄较长，面对越来越有网
感、表达愈加新潮的学生，该如何减少因
误会而产生的冲突。用孩子的话把道理
讲给孩子，远比上纲上线更容易让人接
受。孩子的“刺耳”表达，并不扎心，校长
和老师，不妨会心一笑。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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