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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盈瑜）枇杷树下，夏的气

息弥漫开来。昨日上午，曹村中学 20 多名初

二学生正在做无骨花灯。“我们能读书，也能劳

作。”学生们说。

马屿镇曹村中学在全市率先推出“耕读”

举措，以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作铺垫，让学生们

在读书之外参加劳动生产，边耕边学。这是我

市学校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教育内涵的一

个缩影。

一走进曹村中学，就发现教学楼上镌刻着

当年曹氏家族提倡的“耕可致富，读可荣身”八

个大字，学生们胸前别的校标也被设计成“一

本书，一张犁”。

当日，学生们制作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

——无骨花灯，就是“耕读”的一项内容。老师

不仅要求学生会做无骨花灯，还要能创新。在

现场，每位学生都在作品上表达了自己的思

想：有些在上面刻英文，有些设计别致的图标，

件件作品都不同。

“做无骨花灯时，我为曹村有这样的文化

遗产感到自豪。”“在田间劳动时，我才知道‘粒

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学生们纷纷说出自己

对“耕读”的理解。

“‘耕读’，就是提倡学习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体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教育理念。”曹村中学

校长虞文斌说，一段时间来，学生片面追求成绩

而不注重劳动实践，违背了教育的初衷。身处

“中华进士第一村”，怎样把当地深厚的文化运用

起来，成为校方探讨的重点问题。

为此，学校在全体师生中提倡“耕读”，并

赋予它新的内涵——在优秀本土文化的熏陶

下“边耕边学”，耕读并进。

学校综合楼、操场两侧的墙壁上篆刻上村

史、校史、革命史、名人志以及曹村进士的励志

诗句，让“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聘请优秀民

间艺人开教花灯、剪纸等课程；让学生们到祠

堂、田间劳作，开展技能培训⋯⋯

“耕读”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动手

和实践能力，也让学校越来越具有文化气息和

吸引力，教学质量节节攀升，不少到城里就学

的学生纷纷回流，该校现有学生 700 多名，是

我市学生数最多的农村初中之一。就读该校

并以优异成绩考取市区重点高中的学子们骄

傲地说：“曹村中学不比城里的学校差。”

改善校园环境、“一校一品”、特色办学

⋯⋯眼下，我市诸如此类的校园文化建设探索

比比皆是。据了解，2010 年 3 月，我市正式提

出瑞安市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工程，3 年来，

我市学校不仅能定期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活动，

还能开展各类社团兴趣活动，如科技节、体育

节、读书节、艺术节等。目前，全市已有 61 所

学校成为校园文化先进单位。

被称为“摄影学校”的鲍田中学，在楼道墙

面两侧开辟各班摄影成果展示专栏；走进罗凤

三小“创意美术乐园”，你会惊喜于孩子们在废

弃物上画画的才情；而位于工艺美术品之乡的

湖岭镇林溪学校，学生们更是能现学现用，制

作像模像样的手工艺品⋯⋯特色的校园文化

成为独到的风景线。

“预计到2015年，全市75%的中小学校达

到校园文化先进标准。”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

科长金庆伟表示，我市致力于校园文化建设，

就是要让每一所学校变得美丽、精致、有内涵，

让学校真正成为学生心目中向往的殿堂。今

后，我市将把校园文化建设纳入学校整体规

划，加大投入，强化导向，立足特色，从校园文

化课程化、开展文化创意延续校园文化的积淀

等方面着手，保证中小学校以文化立校、以素

质强校，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特色转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 潘勤勇）5 月 19 日上午，

位于塘下中心区西二大街的文明·塘下爱心

顺风车志愿队服务中心和塘下爱心顺风车

慈善义工服务站正式挂牌成立。

据了解，去年 7 月以来，塘下爱心顺风

车志愿队发展迅猛，目前会员已近 2000

人。平时他们主要通过QQ群自发组织，无

偿为顺路的行人提供方便。在当天挂牌仪

式结束后，市慈善总会及塘下慈善分会有关

负责人还和 20 余位爱心车主带着近 1 万元

物资慰问了塘下镇38户特困残疾人家庭。

塘下爱心顺风车
慈善义工服务站挂牌

本报讯（记者 陈希林 通讯员 曾海英）

日前，湖岭镇在大同村富民路举行以“六

镇联创，打造美丽湖岭，建设和谐家园”为

主题的签名活动，该镇共青团、妇联、工

会、残联和学生等 11 支爱心志愿者代表队

参加活动。

据悉，该镇围绕市委、市政府“百组千

干破百难”、“四边三化”、“美丽乡村”等重

点工作，结合镇委提出的“六镇联创”（六镇

即省级“文明城镇”、“卫生城镇”、“森林城

镇”、“体育强镇”、“美丽城镇”、“助残扶残

爱心城镇”）总目标，倡导群众争做“六镇联

创”宣传者、实践者和监督者。

湖岭举行“六镇联创”
签名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丽云）日前，我市的戴

心妍家庭在温州市第九届“我爱我家”家庭

读书竞赛活动中喜获一等奖。这也是我市

家庭参与该项知识竞赛以来取得的最佳成

绩。

温州各县（市）的10个三口之家代表参

加了此次家庭读书竞赛。来自市实验小学

的戴心妍同学现场演讲《感恩的倡议书》获

得最高分。在随后的知识竞赛抢答中,一

家人配合默契，频频得分。

据了解，“我爱我家”家庭读书竞赛是

温州市第九届未成年人读书节的系列活动

之一。读书节由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主办，温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各县

（市、区）图书馆协办，旨在营造良好的家庭

和社会读书氛围，倡导建立学习型家庭。

瑞安市图书馆从 5 月 18 日开始，陆续推出

中高考心理调适讲座、亲子绘本故事互动

阅读、图书馆知识竞答等读书活动。

戴心妍家庭获温州
读书竞赛一等奖

本报讯（通讯员 集思 记者 金汝）砂场

非法采砂，作为主管部门的高楼水利站没

有及时有效查处。原高楼水利站站长蔡某

和原市水利局高楼水政监察中队中队长黄

某二人因涉嫌玩忽职守被检察机关立案调

查（见本报2013年5月15日第三版《两水利

干部纵容非法采砂被立案调查》）。

5 月 17 日，市人民检察院发出检察建

议书，要求市水利局加强对执法干部的教

育监督和非法采砂的管理，并于收到建议

书之日起30日内，回复整改落实情况。

昨日，市水利局局长蔡桂友称，目前正

在研究整顿全市采砂作业。

该检察建议书指出，我市非法采砂现

象严重，严重影响河道上下游、左右岸的防

洪安全，并造成河道砂石资源生态的破

坏。因非法承包河道采砂引发的社会矛盾

突出，影响当地社会和谐稳定。

为确保平稳度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

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为市重点工程“高

楼绿道”工程顺利推进减少阻力和干扰，市

人民检察院根据《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

例》第十条第三项、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提出检察建议：

1.加强对执法干部教育监督。引导干部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从而更

好地规范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工作中时刻

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

2.加强执法力度，严格遵照法律法规办

事。水政执法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

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法，充分运

用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效手段，对非法采砂

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3.加强与公安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和协

调配合，并寻求当地政府的支持，形成监督

管理的合力。各部门间要建立一套完善的

工作机制，注重协调配合，加强对非法采砂

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有效的打击。

4.建议对全市非法采砂作业点进行一

次全面的排查和集中整治，对拒不清理退

场的作业点，要严肃查处。

蔡桂友表示，该局正在研究如何加强

对全市采砂作业的整治，高楼、湖岭、陶山、

马屿等地的采砂业是该局整顿的重中之

重。

本报讯(首席记者 严小章/文 见习记者 王鹏

洲/图)日前，记者在飞云街道杜山头村看到，瑞平塘

河杜山头村段河面上几乎看不到垃圾，微风细雨过

处，水面波光粼粼。据悉，该村建立了“河长制”，来

保护“母亲河”。

未整治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街道工作人

员出示的照片显示，该段河道原先漂浮着大量垃圾。

村民们说，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喝瑞平

塘河水长大，让“母亲河”早日恢复往昔的景象是全

村人的期盼。

4月初，该村开始执行“河长制”，村委会副主任

李培宽成为瑞平塘河杜山头村段首任“河长”。

“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李培宽说，他家就位于

离河十余米处。如今，他每天都会在河边走上一

趟，看看河面保洁情况。看见垃圾，就马上通知人

员前来打捞。在村里的每一次会议上，他都会提一

下保护、清理“母亲河”。

前段时间，该村全面清理河道，并购置30余个垃

圾箱，安放在河道两侧，聘请老协人员巡查河道。今

后，该村计划再投入300多万元全面整治“母亲河”。

进士村里“耕读”忙
我市校园文化建设彰显特色

飞云街道杜山头立“河长制”保“母亲河”
计划再投资300多万元全面整治

《两水利干部纵容非法采砂被立案调查》后续

市人民检察院向水利部门发检察建议书
督促整改，30日内回复
水利局：正研究整顿全市采砂业

整治前的瑞平塘河杜山头村段 整治后的瑞平塘河杜山头村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