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仪式不必太“卷”
□江德斌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
发帖， 呼吁整治“开学仪式
感”乱象，不要让老师和家长
被所谓的仪式感“绑架”。 这
位网友晒出了自己向有关部
门发帖投诉的内容， 得到很
多网友的肯定和支持。

近年来，有关“开学仪式
感”的争议一直不断，支持者
认为这样的仪式感让同学们
元气满满， 以更积极的状态
进入新学期； 反对者则认为
这属于形式大于内容， 增加
了老师和家长的负担。

又到一年开学季，许多家
长和老师忙得不亦乐乎。 各
地学校为了给新生留下深刻
印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开学方
式， 纷纷致力于举办别出心
裁的开学仪式， 诸如鲤鱼过
龙门、朱砂点额、开笔礼、小
游戏等， 这些活动令人眼前

一亮。不过，每到开学季，也有
部分学校过度追求表面形式，
热衷烧钱、相互攀比，使得有
些开学仪式变味，偏离了举办
开学仪式的初衷。

受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成
长过程， 古人对此非常重视，
古代学堂的开学仪式也有着
一套流程，包括正衣冠、行拜
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智等
环节，可谓仪式感满满。 现在
各地学校举办的开学仪式，则
花样更多，既有复古型，也有
时代潮流型， 还有很多创新
型、创意型，融入了各种文化
元素、历史习俗，将开学仪式
变得妙趣横生。

对孩子来讲，由幼儿园步
入小学，以及小升初、初升高
等，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成长
节点。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很大
的差异性，生活与学习将发生
很大的变化。 所以，孩子在步

入新的节点时，往往会
因环境、同学、老师、课
程的巨大变化，同时产
生新鲜感与陌生感，以
及忐忑不安的心理。 通

过举办别致的开学仪式，可以
展示学校的特点，让孩子尽快
适应新阶段， 融入新环境，投
入到学习里。

一些学校举办的开学仪式
颇具新鲜感，不仅吸引了公众
的目光 ， 而且赢得了普遍赞
誉。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学校
加入， 开学仪式不可避免地

“卷” 起来， 创新创意元素减
弱，装饰用品、道具、零食、礼
物等成为主角。 更有甚者，变
成了一场“烧钱”游戏大战，引
起家长吐槽。 实际上，大家并
非反对开学仪式，而是不想看
到变味的仪式活动：如果沦为
花钱买罪受的形式主义，也就
失去了开学仪式的意义。

开学仪式可以继续举办下
去， 但是需要注意规范化，多
拼创意、创新点子，拼文化内
涵，不拼“烧钱”，不搞形式主
义。 同时，各地学校也要加强
管理， 开学仪式应节俭为主，
且主要针对新生，以学校名义
举办即可，各个班级不宜再单
独举办， 以免造成无谓的浪
费、重复、攀比。 ①2

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
好 2023 年银龄讲学计划有关
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 2023
年义务教育阶段计划招募
6000 名讲学教师， 为脱贫地
区，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
区县、 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团场等地的县镇和
农村学校， 输送一批退休校
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
教师。 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
则上不少于一学年， 鼓励考
核合格的连续讲学。

自 2018 年启动银龄讲学
计划至今， 一批批优秀退休
教师背起行囊， 奔赴远方继
续奋斗。 或是担任受援学校
副校长， 指导参与学校管理
工作； 或是发挥自身专业特
长，开展课堂教学；或是根据
受援学校实际需求， 进行听
课评课、开设公开课、组织研
讨课、举办专题讲座。 银龄教
师放弃闲适的退休生活，以
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
心重返三尺讲台， 成为农村
学子的筑梦人、 乡村教师的
引路人。

乡村振兴，教育先行。 近
年来，从“特岗计划”的稳步落

实，到“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
师专项计划、 援藏援疆万名教
师支教计划的接续推进， 再到
银龄讲学计划、 高校银龄教师
支援西部计划的扎实开展，一
系列政策精准发力， 健全了乡
村教师培养补充机制， 提升了
乡村校长办学治校和教师教育
教学水平。 随着优秀骨干教师
向乡村和薄弱学校流动， 一支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
村教师队伍正在茁壮成长。

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
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
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
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事。银龄教师为乡村带去优
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让乡
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有利于
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同时，
银龄教师教龄长， 有经验、有
学识又有情怀，发挥余热潜力
巨大。银龄讲学计划为有意愿
继续工作的退休教师搭建起
了舞台， 让他们能够
继续发光发热， 在老
有所为中实现老有所
乐。 由此来看，银龄讲
学计划实现了国家需

要与个人志趣的有机结合，探
索出了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
发展战略的路径。

烛照人生， 桃李满门，他
们是受人尊敬的老教师；两鬓
微霜，年华垂暮，他们也是需
要精心照料的老人家。 从经费
和政策两方面，将银龄教师在
乡村任教期间的保障措施落
实落细， 努力做到政策上激
励、待遇上保障、工作上支持，
帮助其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
后顾之忧，让他们真切感受到
关心关爱，才能让他们安心留
下、顺心工作、开心生活。

一支粉笔、 两袖清风、三
尺讲台， 向银龄教师道声感
谢，更期待他们“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
神、“半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
血育新苗”的敬业精神，能够
感召更多有志青年走进一所
所乡村学校，用爱心智慧点亮
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将理想
抱负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伟业中。 ①2

银龄讲学 余霞满天
□吴丹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守好“养老钱”
不做“套中人”
日前， 民政部发布 7 件养老服务领域诈

骗犯罪典型案例，揭露诈骗“套路”手段及其
危害，希望帮助老年人提高识骗防骗能力，最
大限度挤压“行骗空间”，保护好老年人的“养
老钱”。

老人受骗，说多了都是泪。在民政部公布
的典型案例中，“肖某非法集资案” 的受害者
达 6000 余人， 未兑付金额超 3.6 亿元。 算起
来，受害者人均损失近 6 万元。对于一些靠微
薄养老金过日子的老年人来说， 这可不是一
笔小钱，你说他们能不心痛、不愤懑吗？

骗子套路五花八门、手法千变万化，但万
变不离其宗，其“宗”就是掏空老年人钱包。花
样百出的骗局，无非都分“画大饼”“抛鱼饵”

“收渔网”这三步走。
打击养老服务领域诈骗犯罪， 固然需要

执法、司法、行政部门出重拳、下狠手、零容
忍，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始终保持严惩
高压态势，但作为防骗“第一责任人”，老年人
也要打醒精神、做足功课。 一要谨慎投资、小
心理财，坚持守势，切勿冒险。 即使手有闲钱
想投资理财， 在做出决定之前也要与家人商
量、向权威机构咨询，以消除信息差。否则，应
该守好“养老钱”，千万别“乱出手”。二要不断
提高“防骗力”，不给宵小之辈以可乘之机。譬
如， 平时多关心时事， 及时掌握此类骗局特
点，以提升辨别力。打防结合、多管齐下，方能
夯实“老有所安”这道防火墙。 ①2

（连海平）

●生活的智慧 ：大事有原则，小事会
变通。

●不要让心灵成为欲念深重的泥潭，而
要让它成为清净自在的乐园。

●一个真正长大的人，双手应当这样使
用：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别人。

●只为错过的遗憾，不为做过的后悔。
●我们不怕目标定得高远，只怕没有追

寻的勇气、热情和执着。 只要一往无前地行
进下去，就会惊讶地发现，很多所谓的远方
其实并不遥远。

●去做你所爱的事，过程当中自然会有
困难，但是你不会太在乎它，因为那就是生
命的一部分。

●每个气球都有它应该去的地方，要飞
走的时候，什么都拦不住，即使你哭泣，它也
不会回来。接受并承认失去，是残酷的成长，
也是活着必须的勇气。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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