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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一则寻人启事出

现在许多人的微信朋友圈：现年

76 岁的平阳万全榆垟老人陈锦

芬于当天 14 时多在温州市瓯海

区茶山镇太阴宫附近走失⋯⋯

直到 14 日 15 时，老人被好心人

发现，平安到家后，市民们才放

下心中的牵挂。

无独有偶。今年5月，王芙蓉

一家因煤气爆燃重度烧伤，《瑞安

日报》等媒体借助微博、微信等平

台，第一时间发声畅通传播渠道，

凝聚爱心帮助重伤者，引发全城

爱心大接力，短短几天，筹集善款

500多万元。

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网络

正能量不胜枚举，让我们时刻感

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然而，

很多网民却被网络上的负面信

息、谣言所左右，一看到网络“扒

粪者”揭露的所谓丑闻、真相、秘

闻，主观上就信以为真了，以个

别、局部的丑陋抹杀社会全面的

美好，渐渐形成了顽固的思维定

势——城管驱赶小贩，食品越来

越不安全⋯⋯于是，这些网民就

参与了快意恩仇的网上指责、谩

骂，人肉搜索，转发帖子。应该

说，大部分人的初衷是寄希望于

能激浊扬清、捍卫弱小，然而实际

上却成为谣言的帮凶，参与了制

造混乱，放大了负面影响。毫无

疑问，这是一种认知的荒谬，也是

一种不成熟、不理性的心态。

曾经看过宋代文人苏东坡与

佛印禅师相对坐禅的故事。苏东

坡坐禅时心血来潮，问佛印禅师：

“你看我现在禅坐的姿势像什

么？”佛印禅师说：“像一尊佛。”苏

东坡满怀得意。此时，佛印禅师

反问苏东坡：“那你看我的坐姿像

什么？”苏东坡毫不考虑地回答：

“你看起来像一堆牛粪！”佛印禅

师微微一笑。苏东坡以为赢了，

回家后很得意地向妹妹炫耀。苏

小妹却不以为然地说：“因为佛印

禅师心中全是佛，所以看任何众

生皆是佛，而你心中全尽是污秽

不净，把六根清净的佛印禅师，竟

然看成牛粪，这不是输得很惨

吗？”与这则深富哲理的故事一

样，看待网络上复杂的社会事件，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辩证地分析

问题，用理性去判断，就会看到社

会虽有其阴暗面，但主流仍然是

进步、光明、美好的，就会看到邪

不压正、善恶有报，内心就会充满

正能量，从而坚决抵制谣言。反

之，内心就会被埋怨、偏执、激愤

等不良情绪所捆绑，就会过分关

注社会阴暗面，从而跟着盲目信

谣、传谣。

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

凸显期，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积累

的矛盾不断涌现，是我国当前发

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对此，我

们每个网民要以阳光的心态来看

待社会问题，看现象更看本质，看

支流更看主流，看不满更看如意，

看工作当中的不足更看党和政府

付出的艰辛努力。并且，积极行

动起来，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和

“阳光跟帖”等活动，共同营造健

康、和谐的网络环境。

很多人喜欢玩“微信抢红包”，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老师为活跃课堂气氛，也给来上课的

学生发微信红包，因这一“新招”，该老师的课没有一个学生翘课。 （陶小莫 画）

“画笔忆民俗，童音唱家

乡”，“玉海记忆”少儿绘画大

赛、少儿歌谣大赛日前在玉海

广场举行（详见本报10月26

日第4版报道）。大赛通过绘

画、歌谣的形式，唤醒“玉海记

忆”，留住地方文化，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应。

鲁迅先生说过，“只有民族

的，才是世界的”，每一个民族

都有独一无二的文化，正是这

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构成

了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不尊重

本民族文化的国度是得不到世

界尊重的。套用鲁迅先生的话

说，“只有地方的，才是民族

的”，地方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遍布全身的血

脉，是汇聚成河的支流，是扎根

大地的根系。百花齐放是春

天，万物生长是自然，万邦兴旺

是世界。

我们从鲁迅的笔下欣赏到

了绍兴的乌篷船，从老舍的文

中触摸到了北平的城墙根，从

沈从文的书里品味到了湘西的

边城风情，从莫言的作品里认

识到了高密的红高粱地，从贾

平凹、陈忠实等作家的字里行

间领悟到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

化。地方文化成就了众多文

人，众多文人又反过来成就了

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二者相

辅相成。很难想象，如果剥离

了“地方记忆”，莫言们的文章

还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

向悠远的时间深处。

作为浙南的历史名城，瑞

安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丰富

的文化传统，这些内在的“特

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瑞安

人，这些人又以各自的方式传

承并发展了家乡元素。玉海街

道地处瑞安老城区，沉淀了很

多传统民俗文化记忆，社会各

界通过举办玉海历史文化节，

倾力打造传统特色鲜明、文化

主题突出的文化品牌活动，以

期“能让更多的孩子学习瑞安

的传统文化，留住家乡的历史

记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由于教育的功利倾向、人

口的快速流动与媒体的日益

发达，很多地方的传统文化正

逐渐消亡，瑞安也不例外，尤

其是作为地方文化重要载体

的方言，正有被少年儿童普遍

抛弃的趋势。为此，我们有必

要做一些抢救性工作，举办以

“玉海记忆”为主题的少儿绘

画大赛、少儿歌谣大赛之类的

活动无疑就是留住瑞安文化

的很好尝试，但对于参赛选手

来说，上台、出镜或获奖不应

该是最终目的，积极传承家乡

文化，永远留住“玉海记忆”，

这 才 是 每 一 个 瑞 安 人 的 责

任。正如市语言艺术学会会

长季雯雯所言，“方言不应该

是高高在上的，必须要走进生

活，融入生活”，一切文化品

种，都应该与生活相结合，成

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

舞台上的“广陵散”。

也许，那个趴在爷爷膝盖

头听方言故事的小男孩，或者

依偎在奶奶怀抱里听方言歌谣

的小女孩，就是未来的莫言。

前段时间，BBC的纪录片

《我们的孩子够强吗？》引起了

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广泛讨

论，相互之间各有所得。几天

前，连习近平主席访问英国也

专门谈论起这奇妙的“化学反

应”：英国民众认识到严师出高

徒的积极效果，中国民众认识

到张弛有度在子女成长中的重

要作用。习近平主席还特别加

了一句：中国孩子玩得太少了，

要让他们多玩一玩。

中国绝大部分孩子玩得太

少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城镇的

孩子，学校和家长都抓得很紧，

估计差不多要忘记玩的滋味

了。众所周知，现在全国各地最

忙的是上中小学的孩子，最起早

摸黑的是他们，最没有节假日的

也是他们。为了学习披星戴月，

为了学习脚步匆匆，为了学习提

前告别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本

该属于孩子们的随意、率性的玩

耍，如今却成为孩子的奢望。那

么，是谁剥夺了孩子们的玩耍权

利，是什么原因使孩子们玩不

起？

学校教育自然首当其冲，

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让孩

子没法玩。大家都知道，现在

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实在太重

了，有关部门也年复一年地出

台了不少文件、想出了各种方

法，可给中小学生减负的呼声

依旧停留在空中，绝大部分的

孩子仍然没日没夜地为作业殚

精竭虑。有的学校甚至连课间

都不肯放过，“太认真负责”的

老师拖堂、不准在教室内外游

戏等，校园内外满是神色凝重

的学生，哪里还有属于孩子的

活泼和欢笑？难怪许多人羡慕

国外的一些孩子。

一些家长太过于有教育

理想，校外的层层加码令孩子

彻底丧失了玩的机会。节假

日为孩子报读种类繁多的培

训班，额外给孩子购买分量不

轻的教辅材料，弄得孩子从小

到大校外功课比平时上学都

要忙。即便偶然让孩子出去

“放肆一下”，也是一百个不放

心地陪同，并美其名曰“亲子

游”。那种让孩子任性地玩个

够的家庭还有没有？

教师为了学生能考个好分

数，家长为了孩子能考上好学

校，殊途同归地在时空上压制

着孩子的游玩，久而久之孩子

都不会玩了。玩应该是孩子们

的天性，不能玩不会玩的孩子

还是孩子吗？大家似乎都深谙

“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道理，却

常常忽略了孩子学习的“劳逸

结合”。孩子学习之余的玩乐，

不单是劳逸结合，更是一种动

手动脑的心智活动。所谓的心

灵手巧，往往来自于孩子玩耍

过程的协调和实践。还有那想

象力、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最有

效的是发源于知识积累还是玩

转时产生的灵感？

让孩子们多玩一玩，不单

愉悦孩子的心情，学会与人相

处和交往，有益于孩子的身心

健康，更有利于激活和丰富孩

子的智慧。这难道不是多玩

的更大好处吗？

我市力争通过 3 年努力，在

全市范围内建成一批特色产业

鲜明、个性定位清晰、人居环境

和谐、示范效应明显的特色小

镇，其中至少有 1 个按省级标准

创建或培育，其余按照温州市级

标准创建（详见本报 10 月 27 日

1版头条报道）。

特色小镇不是“镇”。它是

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

旅游功能、社区特征的空间载

体。

特色小镇也不“小”。它是

浙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适应

和引领新常态中做出新作为”的

重要举措，切合浙江实际的重大

决策和政策创新，是打造浙江经

济发展新兴支撑力量的重要战

略节点。一句话，特色小镇的建

设必须要谋“大”局。

“大”局不是“大而全”。特

色小镇的产业定位面向未来，主

攻我省着力打造的信息经济、环

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

端装备制造七大产业，以及我省

名扬海内外的茶叶、丝绸、黄酒、

中药、青瓷、木雕、石雕等历史经

典产业。特色小镇的建设，应该

是求精、求专不求全，即每个小

镇将立足一个主导产业，打造完

整的产业生态圈，培育具有行业

竞争力的“单打冠军”，占领市场

大份额。

用文化引领发展。特色小

镇是传统特色产业+互联网的

发展新高地，是新产业新业态的

孵化诞生地。未来特色小镇一

定是高校毕业生等 90 后、大企

业高管、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

员创业者为主的“新四军”创新

创业地，带来的是新的人文气

息，形成活跃的创新文化和独特

的产业文化。在做强特色产业

的同时，我们必须注重“新”文化

的培育，这是为特色小镇赢得大

未来的“软实力”。

特 色 小 镇 的 魅 力 在 于 创

新。如：推进方式新，采用分批

建立创建对象，中间动态优胜劣

汰 ，建 成 后 验 收 命 名 的“ 创 建

制”。规划建设理念新，融入了

四大功能叠加、培育上市公司等

新理念。建设机制新，坚持“政

府 引 导 、企 业 主 体 、市 场 化 运

作”。扶持方式新，实施有奖有

罚的土地供给方式、期权式的财

政奖励方式，助力特色小镇务实

建设。

种种新机制体现了省委省

政府推进特色小镇建设的坚强

决心，但特色小镇的建设，绝不

是只要上级给帽子和票子那么

简单的问题。特色小镇建设的

成败，根本还是在于创新。即在

提出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目标的

时候，必须要有大视野，把眼光

放到市场中去考量。在产业定

位、技术支撑、制度创新等多方

面，加以综合的谋划和推进，努

力把科学理念引导好、产业基础

培育好、技术支撑提供好、制度

创新保障好。各个特色小镇的

发展，要因地制宜，各领风骚，切

忌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就是死

路一条。

特色小镇贵在谋“大”
■薛建国

用阳光心态驱散网络雾霾
■黄朝江

永远留住“玉海记忆”
■金粟

让孩子多玩
有更大的好处

■高振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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