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①上周， 记者走访莲都区紫金街道芦埠村发
现，村子里组织了村民集体看戏，热闹的戏台边上，
散落着各类垃圾，共享单车在此也是随意乱靠。

②昨天晚上 ，记者在市区白云小区内 ，再次
看到有人将共享单车随意丢弃在草地上。 共享单
车带来了便利，市民在使用过程中也需注意自己
行为的文明。

记者 庄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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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施芝敏 周静思

本报讯 12 月 2 日下午，缙云县新建小学
第二届校名题写揭幕式举行， 为学校题写校
名的还是该校六年级的两位学生， 这已经是
学校第二次“更换”校名了。

此前，为期多日的校名题写征集活动，在
经历作品收集近 200 幅、初选至 45 幅、再选
至 16 幅优秀作品入围并进行网络评选及最
终评选这一系列过程后， 终于尘埃落定。 六
（7）班王马瑄琛和六（3）班周书涵成为本次活
动的幸运儿，她们的书法作品成功入选。

在活动现场，偌大的操场上，响起嘹亮的
号声和铿锵的鼓声。 16 位优秀创作者在众人
期待的眼神中走上领奖台，省、市少先队领导
和校长刘勇武为他们颁发了奖牌。

“成功的花儿， 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
艳，然而当初它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撒遍了牺牲的血雨。 ”在活动过程中，学校特
邀请入选者王马瑄琛、 周书涵以及他们的父
母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稚嫩纯真的脸庞上难
掩喜悦之情，父母更是觉得无尚荣光。 他们的
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

在揭幕环节，省、市少先队领导，刘勇武
校长，入选者及其父母为此次校名揭幕。 轻轻

揭开红布一角，红布随即缓缓滑落，校门口的
大理石上赫然出现几个瘦劲挺拔、清秀古朴的
字体：缙云县新建小学，在场的同学和老师纷
纷鼓掌称赞。

学校非常重视书法教育， 有助于培养学生
更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 记者了解到，新建小
学有 2000 多名学生， 每天都有 25 分钟的硬笔
书法课，另外还有四五个毛笔书法社团。 刘勇
武表示：字如其人，学生的字迹潦草与否直接
折射出他的学习态度，若写得工整方正，想必
学习态度一定是认真严谨的。 另外，写字是一
场静心的修行，养成提笔即练字的好习惯。 每
天抽出一定的时间心无旁骛地书写， 静静思
考，修身养性。

校名作为学校重要的文化标识， 彰显着学
校的文化底蕴。 新建小学没有邀请知名人士题
写，而是以这种大胆创新的形式，给予学生表
现和成长的机会。

据了解， 这已经是新建小学第二次由学生
来题写校名。 这种形式不仅让学生更加有归属
感，而且更能增强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 虽仍
显稚嫩，心中却已是满分。 宝贵的经历，为他们
的童年增添了一抹傲人的亮色。 刘勇武说：“校
门题字一年一换，学校会为每年更换的题字拍
照，留存在校史里”。

我的学校校名我来题写
昨天缙云新建小学的校名又“换”了，这次题写校名的还是在校学生

阅读提示

昨天，缙云县新建小学校名又“更换”了，这次题写校名是该校六年级
的王马瑄琛和周书涵两位同学，是经历作品收集近 200 幅、初选至 45 幅、
再选至 16 幅优秀作品入围并进行网络评选及最终评定入选的。

40 多年后和“朗读”再续前缘

她喜欢和在美国读书的女儿
分享参加朗诵会的快乐

□ 记者 吴启珍 文/图

本报讯 12 月 1 日上午，处州晚报“我和我的祖
国” 朗诵会第 58 场活动在丽报大楼举行，30 多名朗
读者在雷法全老师的带领下，齐声朗诵诗歌《月光下
的中国》。

就像以往的很多期活动一样， 朗读者李爱萍是
最早来到活动现场的人之一。 其实，她住的地方离活
动地点很远，为了来参加活动，她几乎要横穿整个城
市，每次都要早起赶公交车。 她说，每到活动这天，她
总能感受到有一股力量催促着她来奔赴这场与“朗
读”的约会。 她知道，这股力量，就是她对朗读的热
爱。

李爱萍今年 64 岁，她清楚地记得，这种热爱源
自何时。 那时候的她，还在碧湖上初中。 由于成绩优
秀而且普通话说得标准， 她被老师推荐参加全校的
朗诵比赛。 在台上，她大声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赢得了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在那之后不久，由于家庭的原因，李爱萍被剥夺
了继续求学的机会，成了一名下乡知青。“我是真的
很爱读书啊，可惜没有机会。 不过，无论后来发生了
什么，生活有多困难，我都没有忘记站在台上朗读毛
主席诗词的那一刻， 它一直在我记忆深处熠熠生
辉。 ”此后，李爱萍先在农村当了几年民办老师，1978
年回丽水成了一名会计直到退休，“朗读” 也慢慢淡
出了她的生活。

李爱萍没想到，40 多年后，她又有了和“朗读”再
续前缘的机会。 作为晚报的忠实读者，她在去年的一
期报纸上看到了晚报的朗读活动信息， 就立即决定
要参加。 从那之后的每一期活动，她不曾缺席。

“我几十年没读书了，真的生疏了。 好在这个活
动有很好的老师， 还有很多志同道合而且认真学习
的‘同学’，大家相互促进，提高了朗读水平。 ”李爱萍
说，这个活动让她收获很大。 不久之前，她去参加同
学会。 一向沉默寡言的她，自信满满地上台朗读了一
首诗歌，让很多人对她刮目相看。

李爱萍只有一个女儿，现在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
研究生，她们经常通过微信聊天。李爱萍喜欢和女儿聊
起“我和我的祖国”朗诵会，和她分享参加活动的快乐。
对此，她的女儿感到十分欣慰。“在这里，妈妈似乎把以
前失去的东西全都弥补回来了，我真的为她高兴。 ”她
说。

年少时的经历， 让李爱萍倍加珍惜现在读书的
美好时光。 每次活动结束，她都会在朗读材料的空白
处写下活动时间、领读老师等信息，整理好后归档。
“这是我当了 38 年会计养成的习惯， 我总是把有用
的东西都收藏起来。 这些材料是我参加活动的凭证，
也承载了我美好的回忆。 ”李爱萍说，有空的时候，她
就会翻看这些朗读材料， 那些美好的朗读时光就会
再一次浮现在她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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