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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在聊城，有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它以书为媒，以读会友，悄然改变了许多
人的生活轨迹。这股力量是小水滴读书
会带来的，如今，小水滴读书会这个公益
性阅读推广组织，在众多聊城书友的陪伴
下，走过了6年时光。

巍巍聊摄，千年圣地；悠悠东昌，古韵
流芳。历史悠久的城市通过丰富的文化遗
产和教育传统涵养浓厚的学风，小水滴读
书会在聊城浓郁的书香中启程。

读书会让一个人充满力量和使命
感。自2018年11月成立以来，读书会始
终坚守“读书读人读社会，交流交心交真
人”的初心，众多聊城名人、好人、社会各
界精英走进读书会，带动身边人深入阅
读、爱上阅读，传递正能量。

阅读的力量是无穷的。它不仅能丰
富个人的知识储备，提升思维能力，还能
在更深层次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当读书

活动融入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体验一起
脉动，这种因“在场感”而获得的体验，是
理解经典进而践行经典的重要一环。读
书会通过与作家对话，举办新书发布会、
知名学者讲座等形式，让阅读从一个人的
行为扩展为一群人的交流。读书并不只
有“埋首故纸堆”的冷清，还有社交互动带
来的热闹与参与感。

永远相信阅读的力量，小水滴读书会以
“书友”称呼每一个走进读书会的人，这种亲
切的氛围，唤起人们对阅读、对知识的渴求
以及对生命体验的分享欲，这是小水滴读书
会的特色，也是读书会对“读书读人读社会”
理念的践行。

11月10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
群专门为小水滴读书会写下“读书读人读
社会——与小水滴读书会的朋友共勉”的
寄语。钱理群说，现在是科技的时代，是
人工智能的时代，人的许多功能可以被机
器替代，但人的经验、人的生命体验是机
器无法替代的。所以，小水滴读书会为大

家带来的美好阅读体验，是弥足珍贵的。
六年来，小水滴读书会累计举办读书交

流活动300余期，近10万人次参与。这一数
字背后，是许多因阅读而改变的故事。很多
孩子从不敢上台讲话到自信分享读书体会，
有些人从意志消沉到找到新的人生方向，有
的教师从默默无闻到成长为“水城名师”，这
些都是阅读力量的见证。

书香是慢慢凝聚起来的，书香社会是
日积月累积淀出来的，而书香城市更是几
代人滴水穿石、上下齐心营造而成的。

赓续城市文脉，建设书香城市，需要
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乃至每个人扛起担
当，更好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当然，
我们也要永远相信阅读的力量，它能改
变人、塑造人，进而让这个社会更加美
好。

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读书会继续以书
为媒、以读会友，让书香飘进每一个家庭，让
阅读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好。

永远相信阅读的力量

□ 郝凯

有两则新闻，我们可以对比去看。
11月22日，湖北省钟祥市公布党员

干部违规违纪典型案例，6所中小学共9
名校长、副校长因为食堂管理问题被处
分，他们向学生摊派食堂费用、转卖食堂
食材，违规套取资金。笔者注意到，今年
7月，钟祥市纪委监委围绕学校食品安全
和膳食经费管理等情况开展督查。

11月22日，山东省冠县教育和体育
局官方视频号“武训故里教育故事”发布
视频称，冠县聚焦学校学生餐，在家校社
协同推进校园食品安全管理上，优先聘

用“家长员工”。截至目前，576名学生家
长参与到了学校食堂管理、餐食加工流
程中，占全体餐厅工作人员的35%，实现
全县中小学全覆盖，孩子们吃得舒心，家
长也更放心。

让学生吃饱吃好难吗？既难，又不
难。

难就难在，在孩子的吃饭问题上，家
长们可以说是非常大方，宁可多花钱也
要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好，这也使得校园
餐饮市场成为一块“肥肉”。看看钟祥市
通报的内容，这些校领导将算盘打到家
长的“软肋”上，且套取钱财的手段和用
途五花八门，有的是把学校食堂经费拿

去给教师发绩效奖励，有的是直接向学
生摊派要钱给职工发津补贴，有的是购
买蔬菜时少买多报，将钱拿去搞生活招
待。他们每伸手拿走一分钱，孩子们吃
到肚子里的就少一分钱。有这样的人
在，孩子吃饱吃好能不难吗？

说不难，其实想让孩子吃饱吃好，只
需要像冠县那样，让家长真正参与进
来。除了优先聘用学生家长参与学校食
堂管理，冠县还鼓励学校成立家长参与
委员会，执行家长陪餐制度，按照学校邀
请、家长自愿的原则，定期开展“家长开放
日”活动。截至目前，已有77所学校成立家
长参与委员会，共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

220余次。学校邀请家长代表和餐厅工作
人员开展“面对面”座谈，深入交流和讨论
食堂管理、菜品搭配等问题。冠县在各校
园共设置家长意见箱110余个，根据收集
到的意见和建议，学校制作“暖心”菜谱，并
实时公布，做到每周菜品不重样。截至目
前，该县共发放调查问卷2万余份，食堂整
体满意度达98%以上。

这 提 醒 我 们 ，孩 子 是 我 们 的“ 软
肋”，需要我们自己站出来去保护。这
也警示那些管理者，切勿将算盘打到
孩子的饭碗里。孩子是“软肋”，绝不
是摇钱树，这是底线。手莫伸，伸手必
被捉！

算盘不能打到孩子碗里

□ 韩静

据央广网消息，11 月 26
日，有网友分享辽宁大学《化
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审细则》引发关注。该份

《细则》对学业奖学金评审资
格进行了规定，其中有一条为

“ 冬 季 扫 雪 缺 席 次 数 多 于
30%，将取消其学业奖学金评
审资格”。对此，该学院工作
人员回应称，扫雪是研究生应
该具备的劳动能力，“没有完
成一个研究生应该具备的劳
动教育，这是不应该的”。

师生主动参与扫雪，无
疑是冬日暖心的画面。站在
学校的角度，将扫雪与奖学金
挂钩，能够调动学生参与校园
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这是因
为，奖学金作为一种荣誉与物
质激励，与扫雪等任务关联，
能促使更多学生投身到校园
公共事务中来，提高他们的劳
动意识与集体责任感。学生
既扫了雪，又接受了劳动教
育，乍听上去确实有合理之
处，但仔细品读，总觉得初衷
再好也容易变味。

学校虽然没说强制，但
把扫雪与奖学金挂钩，相当
于变相把压力给到了学生。
学生扫雪是为了做好事，还是
为了评奖学金？学生有特殊
情况，也会被取消资格吗？一
定程度上，将劳动任务与评定
条件直接挂钩，可能使奖学金评定标准出
现偏差，违背鼓励学术进步的初衷，并且，
此举也不利于学生真正理解劳动价值与
意义，或使劳动变得相对功利。

事实上，扫雪属于学校管理的职责范
畴。该院一学生透露：“准确地说不是铲
雪，是铲冰。”这种情况，找专业人员和专业
设备扫雪铲冰也许更合适。此外，激发扫
雪积极性，也不妨换个思路、换种方式。例
如，设立专门的扫雪奖金、为志愿者提供热饮
等，用更暖心的举措呵护学生的一片热心。

据了解，同一所大学内，法学院等其他
学院并没有扫雪相关规定，这值得玩味。
诚然，解释权在各学院手里，但“各扫门前
雪”该怎么扫，却考验着管理水平和教育
理念。学校当然可以鼓励学生扫雪，但不
必“一刀切”，不必以变相强制的方式，让
想要评优评先进的学生不得不去扫雪。

无论如何，学生扫雪，不离“自愿”
“安全”两个基础；奖惩评审，不离“公
平”“科学”两项原则。 据《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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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智能血糖手表在各大电商平台热卖，号称戴上就能实现“无创测血糖”。一名消费者
怀疑其功能，将这款手表戴到茄子上，竟然也测出了高血糖。虽然扎手指测血糖有点疼，但忽悠
老年人的血糖手表则更加“扎人”。 李嘉 文/图 据《北京晚报》

血糖“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