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前不久， 笔者参加家长
会， 学校负责人重点介绍了
校方立德树人的各项举措。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切实规
范教师从教行为， 既是教育
部门和学校的重要任务，也
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 汇聚
合力。 对家长而言， 尊师重
教，“亲清”是交往前提。 越是
发自内心地尊重老师， 越要
理解并支持学校各项工作。

《礼记》记载：“师也者，教
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我们
的历史和文化，向来有着强烈
的重教传统和鲜明的师道精
神。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关心教育问题、高度关注教
师队伍建设，扬“强教必先强
师”的大义，营造了全党全社
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不久前，《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
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 提出：“推
进全社会涵养尊师文化，提
振师道尊严，注重尊师教育，
开展尊师活动， 将尊师文化

融入学生日常言行。 ”推出更
多实招硬招、好招妙招，厚植
尊师重教文化，有助于激励广
大教师更好担起筑梦育人、教
育报国的使命，形成优秀人才
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
的良好局面。

涵养尊师文化、提振师道
尊严， 需要牢牢把握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努力
为教师想办法、做实事、办好
事， 为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
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
创造良好环境。 对各级党委和
政府而言，应从战略高度来认
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
组织领导、发展规划、资源保
障、 经费投入上加大力度，优
化强师惠师各类举措，切实提
升教师的职业荣誉感、获得感
与幸福感。

比如教师非教学负担重
的问题， 诸如填报各类表格、
参加各类创建活动、开展社会
宣教之类的非教学任务，很多
来自教育系统外部。 只有多部
门协同推进、 全社会共同监

督， 严格规范社会事务
进校园事项， 才能切实
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学
负担，让尊重教育工作、
关心教师发展真正落到

实处。
教师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 耄耋之年仍坚持站
上讲台的人民教育家于漪，总是
勉励年轻的老师们：“什么是教
师？ 教师就是给学生点亮人生明
灯的， 自己首先要心中有太阳，
努力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

提振师道尊严， 与弘扬师
德师风，一体两面，互为辅助。
真才实学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基
础，为给学生一碗水，就得自身
积蓄一潭水。 师德师风则是评
价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 教师
应有言为士则、 行为世范的自
觉。 提振师道尊严，呼唤广大教
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既精
通知识， 又涵养德行， 努力做
“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
先生”，无愧于人民教师这份崇
高的职业。 修身立德方能为人
师表，严于律己方能不负期待。

放眼未来， 今天的学生就
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主力军， 广大教师就
是打造这支“梦之队” 的筑梦
人。 让尊师重教成为全民共识，
让教师成为受人敬仰的职业，
我们定能共同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
入更多源头活水， 提供坚实人
才支撑。 ①2

涵养尊师文化 提振师道尊严
□李斌

诵读诗词，做月饼、品月
饼，体验传统民俗活动，在看
花灯、猜灯谜、饮桂花酒中领
略文化魅力……中秋佳节，我
们重温熟悉的味道、借助多彩
的形式，共同感受这月圆人团
圆的美好时刻。

传统节日，是特殊的时间
节点， 也是文化基因的表征。
中秋的一轮圆月，承载着人们
对“花好月圆人团圆”的美好
希冀，饱含着中国人对故土的
思念、对亲友的眷恋、对幸福
的追寻。 花间月影、诗词神话
等造就的浪漫格调， 生活理
想、审美追求等融汇而成的丰
富内涵，让中秋节成为独特的
文化符号、 厚重的精神寄托。
千百年来， 中秋文化赓续绵
延、代代流传，浓缩于其乐融
融的团聚时光中，展现在多姿
多彩的民俗仪式上，成为共同
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

岁月流转，生活方式不断
改变，但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
意涵，始终具有浸润人心的作
用。“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
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就
像中秋节， 即便这一天无法与
亲友相聚相守， 但一轮明月下
的“天涯共此时”，仍能给人带
来心灵的慰藉；“花好月圆”的
美好期许， 也总能鼓舞人们前
行的动力。对待传统节日，我们
要以虔敬之心守护其精神内
核， 也要以创新之力激活其时
代生命。惟其如此，才能让传统
节日焕发更加夺目的光彩，更
好浸润时代人心， 为人们提供
精神的滋养。

如何让传统节日与现代生
活对接？ 今天，时代的发展、技
术的升级， 为传统节日传承发
展打开了广阔空间。 比如，一些
网络平台借助直播技术， 实时
呈现多地皓月升空的过程，并
进行音诗画等创意表演， 让天
南海北的人们可以一起赏月抒
怀、畅游文海，于方寸之间展现
过节“新姿态”。 比如，有文化馆
打造沉浸式户外“剧本
游”活动，游客可以与“穿
越”而来的李白、张九龄、
苏轼等古代文化名人“不
期而遇”， 共同探索中秋

故事与风俗，在互动性演绎中收
获节日新体验。 这些实践生动说
明，以文化创意、数字技术等不
断赋能传统节日，为传统节日注
入更多时代气息、 文化元素，能
让古老节日焕发全新魅力。

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
家。 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国一体、
家国同心，始终是流淌于血脉里
的文化基因。 中秋节，我们在体
味充满烟火气的习俗中，倾听文
化的召唤；也在深悟家国文化的
厚重中，凝聚前行的力量。 在这
个祈愿人间万般圆满的节日里，
品味文化韵味， 厚植家国情怀，
为更美好的明天不懈奋斗，我们
必将收获更多幸福时刻。

“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
是中秋。 ”中秋节是团圆的象征、
情感的寄托、文化的纽带。让我们
共同感受中秋意蕴， 深入体会其
中蕴含的精神、价值与能量，更好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赓续传统中走向未来。 ①2

让传统节日更好浸润人心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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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烦恼常常来自于此：得不到的不
甘心，得到了又怕失去，总以为别人得到的比
自己的好。

●成功必备品质：临危而不惧，途穷志不
穷；当机能立断，遇乱能慎行；名利甘居后，为
梦去驰骋；怨恨能德报，美丑辨分明；功高不自
傲，事后常反省。

●踩着垃圾到达的高度和踩着金子到达
的高度是一样的。

●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 我怕我不在家，
所以一直都很宅。

●天气影响身体，身体决定思想，思想左
右心情。

●当你知道迷惑时，并不可怜；当你不知
道迷惑时，才是最可怜的。

●这个世界上我只相信两个人： 一个是
我，另一个不是你。

●人生有两幕悲剧：一是万念俱灰，另一
是踌躇满志。

●一头咬人的狮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
头懂得隐忍的狮子。

●不要对我妄下判断，你看到的只是我故
意让你看到的部分。

●要相信运气，越努力，你的运气会越好。
●也许该让自己把持着足够多的自知与

自省，清醒地知道何时该穿豹纹高跟，何时该
穿棉布拖鞋。

●到最后，你发现说真话容易犯错，便不
再说话；你发现愤怒、轻视与得意时都会影响
人际关系，便省略表情；你发现手舞足蹈会影
响形象，便不再做任何夸张动作———你终于活
得如同一部人类学行为规范， 去掉了表情，隐
藏了情绪，不带一丝人气，成了“橡皮人”。

●希望和信任是蜥蜴的尾巴， 即使被切
断，还会再长出来。

●温暖是奢侈的东西，奢侈到需要用很深
的寒冷和疼痛才能体会。

●人生并非都是选择题或是非题，大部分
是应用题，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去论证和取舍。

●生活越来越像黑色幽默，不让你懂的时
候你偏想懂，等到你懂得的时候却又想什么都
不懂；没长大的时候拼命想长大，等到长大了
又恨不得制造时光机器回到过去。

●难道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打破
石头吗？ 所以，做人还是要现实些。

●小的时候，你看着电视会想，他们一定
有阴谋———电视和网络企图将我们变得不会
思考。但是，等到长大一些，你就会意识到事实
并非如此，电视和网络就是要给予人们真正想
要的东西。 这一点令人感到更加沮丧，因为阴
谋变成了乐观。

●在通向“二货”的路上，我总错把油门当
刹车，一不留神就冲在了前头。

●考试之前我以为我什么都会了，考完以
后我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懂。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经历了风雨后，
不但没看到彩虹，结果还感冒了。

●人生就八个字：喜、怒、哀、乐、忧、愁、
烦、恼。 这八个字里头“喜”和“乐”只占两个，看
透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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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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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