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则海南省海口市
一度假酒店将要举办“首届萤
火虫文化节”的消息引发众多
关注。该消息称，将“聚集数万
只萤火虫点亮海口”。随即有
环保组织发文称“放飞就是放
死”。5月10日，记者从海口市
林业局获悉，该活动已被叫停。

5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萤火虫肯定想不到，有一
天自己会沦为赚钱的工具。

严勇杰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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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萤火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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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保护
可借鉴非遗传承人模式

游子在外，一声熟悉的乡音便能唤起对故
乡的思念。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2002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62.8％的受访者会说家乡方言，65.8％的受访
者认为方言包含着家乡的历史文化，50％的受
访者认为50年后方言依然会存在。

5月11日《中国青年报》

从沟通、交流、传递信息等实用性的角度
来看，方言的存在确实是一种阻碍和限制，所
以我们要大力推广普通话。而不管是社会学
家、民俗学家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普通网友，之
所以赞同要保留、保护和传承好方言，更多的
是站在乡音乡情乡土文化的角度来看待问
题。尤其是蕴含在方言中的很多乡土文化、历
史文化，往往以方言作为唯一的载体，一旦某
种方言消失了，附着于其中的乡土文化和历史
文化，也就随之湮灭了，再难有机会重现。所
以一种方言的消失，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的消
失，还包括传统文化、人文历史的消失。

以笔者个人的看法，围绕方言保护问题，
我们不妨借鉴目前的非遗传承人模式，上升为
国家行动，由国家投入专项的资金和资源来保
护方言。方言和非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们之所以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资源保护非遗
项目，是因为其中蕴含的传统技艺、传统文化，
而方言中同样蕴藏着传统文化，只不过非遗是
以技能、物品等具体的形式作为载体，而方言
是以语言作为载体而已。 苑广阔

“禁止提早到校”有失人性化
夏季已至,部分西部小学已推行夏令时作

息时间,开校门和上课时间顺次后延,并禁止
小学生在早晨提早到校。记者从甘肃省皋兰
县石洞小学获悉,该校推行夏令时管理时间,
为防止出现老师和家长的监督空档,早上7:
50、下午14:50前禁止学生早到校。

5月11日未来网

学校因为“监督空挡时间”的问题，不准学
生提前进校门，未免有失人性化。

让学生提前进入校内，就算存在监督空
挡，但肯定是要比“在校外逗留”安全得多。实
际上，不可能所有的家长都有条件在规定时间
送孩子，或在校门口陪孩子到点进校。学校方
面乃至教育部门秉持的原则是“明哲保身”：只
要不让学生进校门，出现任何问题，学校方面
都没有责任。可见，学校将避责原则放在了第
一位，把对学生负责放在了次要位置。

所谓“禁止提早到校”，实际上是“不准提
早进校门”。这种政策不是哪个地方、哪个学
校的“发明”，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景观：上学之
前，校门口聚集着成群的学生，等待学校到规
定时间放他们进校门；冬天，孩子们冻得让人
心疼，夏天，炎炎烈日下的孩子们，也让人揪
心，甚至，遇有雨雪天，校保安也不敢违反规定
提前开校门让孩子们进去。

事实上，学校如果能够安排少量保安或教
师提前到岗值班，完全可以解决监护空挡的问
题。学校是教书育人之地，而不是纯商业机
构，把义务、成本“账”算得那么精细，乃至“算
到骨头里”，这不是学校该有的风格。学校以
及教育部门如果认为教育概念上的责任和义
务，与爱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就不该有“禁止
提早进校门”这么生冷的做法。 马涤明

5月21日是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最近，浙大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老校长竺可桢的儿子竺安
将55册的竺可桢日记原件全部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
馆。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的竺可桢日记，记录
了近代政治科技教育发展，也鲜明地体现了作为大学
校长竺可桢的教育理念和思想。作为普通读者，笔者
对日记里竺校长的牺牲精神尤为佩服，甚至有恍若隔
世的感觉。

竺可桢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出任浙大校长的，从
1936年-1949年的13年间，竺可桢日记中记录的请辞
浙大校长的次数，就有近40次。在今天不少人看来这
有些不可思议。当时竺可桢对家人说到的理由是：不
善侍候官长，亦不屑为之；战事在即，不免悬心等。第
二条可以理解，第一条则是今天不少人难以“苟同”
的，因为古今中外，这种传说中的“傲骨”委实稀缺。

在反复拒绝的同时，竺可桢却在日记里说：“但若
于浙大有所补益，亦愿全力以赴。”在内心里，这位中
国知识分子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的准备，抱着这种
精神，不愿做校长的他成了最好的校长。那么，他究
竟牺牲了什么呢？

对哈佛博士竺可桢来说，最大的牺牲，莫过于这13
年的校长职位，几乎断送了一个学者学术事业最黄金的

13年。13年后，面对美国前沿的气象研究，竺在日记中
这样评价自己：“十年校长，已成落伍之气象学家矣！”

还有，繁重公务让他没有办法多照顾家庭。浙大
西迁路上，竺可桢的二儿子和妻子相继去世，对他的
打击非常大，但别人当时根本看不出来。因为随着日
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悲伤。

校长职位带给竺可桢的，更有苍老和早衰。当然
这其中有战争环境颠沛流离的原因，但呕心沥血是更
主要的因素。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二三年不相见的
人，没有一个不奇怪我老得如此之快。”

现在，坊间对于校长等领导岗位，“联想”得较多
或许是权力与利益，还有光环笼罩下的那份荣耀、那
种“神采”、那些好处。“位高权重责任轻，钱多事少离
家近，每天睡到自然醒，有过你扛功我领”虽属“打
油”，但未必不是一些在位者的“心声”。而那些缺乏
监督、不受约束的权力造成的腐败，似乎又印证了这
些岗位的“魅力”。跑官要官的或许听说过不少，但你
听到有几个“不情愿”或者“请辞”的？当然，现在的那
些岗位，未必要求作出像竺校长那种程度的牺牲，但
期望得到大于付出的“聪明人”还是太多。从这个意
义上说，竺可桢日记中的牺牲精神，不啻是一面能够
照出现世真与假、美与丑的镜子。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前夕，宁波为
峰会送上一份大礼。昨天，国家发改委在北京召开新
闻发布会，宁波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正式发布。这
是继海上丝路指数登陆波罗的海交易所，获得国际航
运界普遍认可后，我市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的
又一“中国方案”。 5月11日《宁波日报》

这几天，全球的目光都聚焦在即将在北京召开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宁波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正式发布，不但丰富了海
上丝路指数体系，而且“成为‘一带一路’成果的评价
指标之一，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信息
参考和趋势判断。

宁波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作为“一带一路”建
设的“中国方案”，既体现了宁波服务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的担当，也是由宁波的经济特点所决定的，是宁
波对“一带一路”的所作出的贡献。宁波作为沿海经
济发达的港口城市，目前港口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集装箱吞吐量也在今年一季度跃居全球第三。港口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基
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的地位，同时还能够带动区域

经济的发展。港口的持续强劲发展，是宁波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也为宁波版“海上丝路贸易指数”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数据。

来自宁波市商务委的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市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为281.7亿元，同比增
长20.4%，占全市出口额的26.4%，我市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同比增长67.2%。同时，甬企已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27.2亿美元。“一带一路”
作为经济新引擎，已经释放出诱人的“丝路红利”。

作为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三个主港之一的宁
波，先是诞生海上丝路指数，现在又发布宁波版“海上
丝路贸易指数”，这既是历史使然，也是宁波经济实力
的综合反映。

如果说“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智慧，那么，甬版
海丝指数就是为中国智慧锦上添花。既然“一带一
路”与我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那么，对于我们宁波
来说，除了各级政府和有关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之
外，每一个市民也应该主动跻身其中，因为无论是经
济交流、文化推广，还是日常的投资、旅游、求学、求职
等，“一带一路”都与我们大家息息相关，都将为我们
带来众多机遇，让我们有更多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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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版海丝指数，让我们共享“丝路红利”
郑建钢

从竺可桢日记看竺校长的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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