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城市就像一个有机生命
体，有着自己的发展周期。 城市
更新，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

城市更新合理有序， 就能
保持自身结构、组织、功能的协
调，维持足够的活力。 从现实来
看， 城市更新一般集中在老旧
城区，这里往往处于人口老龄、
住宅老旧、 设施老化“多老叠
加”的状态。 老城虽老，却承载
了城市的记忆， 彰显着城市的
气质， 不能简单粗暴地推倒重
建， 而要在保留历史文脉的基
础上进行升级改造， 让老城区
积极适应城市发展新形势，与
城市新的发展融为一体， 实现
有机更新、向新而行。

“城，所以盛民也。 ”老旧小
区散落于城区的各个角落，但每
个城市的小空间、小角落，都装

着老百姓的大生活。 老房子加装
电梯，低楼层住户反对、高楼层
住户支持， 如何让居民都满意；
有限空间里，既要停车位，又要
绿化，该怎样布局……将这些问
题考虑得周到一些、琢磨得细致
一点，功夫下到了，群众的感受
就会大不相同。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
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 要想把
老旧小区改造这样的民生实事
做到群众心坎上， 就得勤走、多
听、善问，精准发现矛盾和问题。
空间有限、资源有限，如何在有
限范围内进行微改造、 精提升，
则要拿出绣花功夫，提升精
细化治理能力。与硬件环境
改善相比，城市软件环境提
升更为重要，快不得也急不
得，要秉持系统思维，下大

力气解决好新与旧、破与立、形与
魂等问题。 多站在群众需求的角
度考虑问题， 多在细节处主动向
前迈一步， 才能做好城市建设的
大文章，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美好、
更加宜居。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城市因人而变，方能更
美。 向着宜居、韧性、智慧的目标
迈进，着力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
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把最好的
资源留给人民， 用优质的供给服
务人民， 让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更
好、生活品质更高，我们的城市必
将更具魅力，也会更有活力。 ①2

城市更新要尊重人的需求
□孙莉华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与其为“我不能”找借口，不如为“我
能”找原因。

●只有拒绝放弃，付出的努力才能得到
完全的回报。

●习惯踩着别人肩膀来显示高大的人，
往往是因为自己太矮小。

●没有理想的人就如同一潭死水，永远
荡不起壮阔的波澜。

●在适当的时候停下脚步，是为了走得
更远。

●无法获得成功，往往不是因为不够聪
明，而是因为太过精明。

●一个人可能会失败多次，但只要不放
弃，就不会是输家。

●对别人诉说苦难，不如自己用智慧和
坚韧去战胜它。

●成熟的心不是要有安全感，而是能够
接纳不安全的现实。

●成功的人始终相信，创造美好的代价
是：努力、失望以及毅力。

●幸福的人并不是拥有了一切，而是能
把一切都变得甜美。

●不要因为情绪失控而消耗了自己积
攒的人气。

●不干活者牢骚多，能力低者借口多。
●觉人之伪，不形之于色；吃人之亏，不

动之于口。
●记事不能记仇， 记事可以增长知识，

记仇会增加烦恼。
●那些说你做不到的人，也许是在担心

你真的会做到。
●如果别人被你打动了，肯定是因为你

的真实，而不是因为你的奉承。
●可能与不可能的区别在于你是否抱

有成功的决心。
●生活并不苦涩，让你尝到苦涩的是你

的欲望。
●幸福是靠创造得来的，而不是靠追逐

得来的。
●在争论中赢的次数越多，你拥有的朋

友就越少。
●如果能从挫败中有所领悟，那你就没

有真失败。
●勤奋让一切简单，懒惰让一切困难。
●爱心使人健康，善心使人美丽，真心

使人快乐。
●成功的秘诀：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喜

欢自己所做的事，相信自己所做的事。
●谎言如同吸毒，总会越说越上瘾。
●人情归人情，事情归事情。 人情事情

混为一谈的人，做不了大事情。
●一切皆可以变，唯有我们的理想不能

变；一切都可以长，唯有我们的傲气不可以
长；一切都可以老，唯有我们年轻的心不能
老；一切都可以退，唯有我们前进的脚步不
能退。

●如果纠缠于过去与现在，我们将失去
未来。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
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作乐，且拿一本
书来。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日前，河北大学发布了“关
于保留毕业生进入图书馆权限
的通知”，明确学校毕业生可随
时持任何证明本人身份的材料
重返母校图书馆。 通知发出后，
引发关注热议。

每到毕业季， 许多高校毕
业生纷纷晒出母校赠予的精美
毕业礼物。“终身可入图书馆”这
份礼物，饱含着对毕业生的深情
和期许，也传递出终身学习的教
育理念。

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在
大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 学习新知时，图
书馆有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查
找资料时，图书馆是值得深挖的
知识矿藏；期末复习时，图书馆
有着理想的学习环境……那些

在图书馆与书相伴的日子，成为
不少人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 把
这样宝贵而有特殊意义的资源
分享给毕业生，对学生、对学校
都会带来积极影响。

高校毕业不是学习终点，
而是人生旅途新的起点。 在今
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只有坚持读书学习， 才能适应
社会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

“终身可入图书馆”， 一方面赠
予了毕业生宝贵的阅读资源，
为他们获取知识带来更多便
利；另一方面，也为他们点亮了
一盏求知的明灯，时刻提醒
他们不断读书、学习进步。

“终身可入图书馆”，还
传递了高校期待毕业生“常
回家看看”的美好愿望。行程

万里， 不忘来路。 对于毕业生而
言，“常回家看看”，不仅有对青春
岁月的怀念， 从中更能感受到一
种家的温暖和归属感。 一座承载
着美好回忆的图书馆， 为广大毕
业生提供了情感寄托的载体，也
让他们与母校有了更为深厚的精
神联系。

走心的毕业礼物， 满载美好
的期许和祝福， 彰显高校的教育
理念和价值追求。 这样的载体，有
助于让毕业生铭记求知的美好时
光， 激励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
上扬帆逐梦、勇敢向前。 ①2

延续求知的美好时光
□贾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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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9 位哲学系硕博生
在中山大学周边摆摊卖烤肠，
视频在社交平台走红。

乍看这则新闻， 恐怕有人
立马能套用一些话题模板，比
如， 名校生也摆摊？ 别急着质
疑，不妨先问其所以然。从报道
来看， 这些学生摆摊的目的并
不单一，既为“月亮”也为“六便
士”：为毕业留念，为缓解压力，
为结交朋友， 也为付房租……

无论因为什么，勇于走出“象牙
塔”、融入“烟火气”本就值得肯
定。“能放下面子摆摊，为你们的
勇气点赞！ ”不少网友对这群年
轻人不拘一格、勇敢实践的生活
态度表达了赞赏。

生活即课堂。小小烤肠摊上，
烟火与哲思实现了和谐共鸣。 摊
位旁的宣传海报上写着“学术交
流、哲学交流”，这不仅仅是一种
商业宣传， 更是他们对学术与生

活边界的探索， 对多元
化价值实现的实践。 这
场“哲学 +烤肠”的跨界
尝试， 不仅让他们收获
满满， 也促使我们重新

审视教育、职业与生活。事实上，如
今像他们这样走出舒适区去寻找
变数、 挥洒激情的年轻人不在少
数，主场更遍布于田间地头、工厂
车间、街头巷陌。抛下种种光环，拂
去功利色彩，我们看到：年轻人正
不断打破刻板印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名校高
材生应该什么样？本无标准答案。
硕博生摆摊卖烤肠， 关注点不该
在名校生身份上， 而应对这种接
地气予以鼓励。 对学生来说，放
下的是“架子”，收获的是“价值”。
希望他们的这种“人间清醒”能够
激励更多人积极生活、 勇敢去探
索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①2

“硕博生卖烤肠”接的是地气
□张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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