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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云端植树”
建设美好家园需要创新参与路径

杨朝清

“我们出资500元永久认
种认养这棵树，还挂上专属铭
牌，很有纪念意义。希望孩子伴
随树苗，健康成长。”回忆起上
周末的植树活动，浙江宁波市
民毛女士认为这钱“花得值”。
宁波市鄞州区创新推出“互联
网+义务植树”模式，开发了“种
树行动”专属微信小程序，支持
市民“云端植树”。

3月13日《宁波日报》

植绿不止，春山可望。植树
种下的不仅是绿色树苗，也是
未来的美好生活。“草木植成，
国之富也”，植树活动不仅会带
来森林资源的增长，也会促进
生态文明意识深入人心；“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植树不仅
是一种法定义务，也应成为一
种文明自觉。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句名
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
义之网上的动物”；有什么样的

“意义之网”，就会有什么样的
路径和行动。对于许多家长来

说，希望孩子像树苗一样茁壮
成长，是一种真诚而朴素的愿
望；认养公共绿地可以增强市
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提升护
绿爱绿的意识。扩大公众参与
不仅可以提升植树成效，也可
以节约公共财政支出，可谓一
举多得。

时代在变，植树也需要与
时俱进。“云端植树”让公众以
更加便利、更低成本和更高效
率的方式参与公共事务，让植
树活动触手可及，得到了热烈
的回应。更为关键的是，“云端
植树”既尊重和呵护了公众参
与植树的热情，也做到了“让专
业人做专业事”，能够把树种
好、绿地养护好，真正做到了各
美其美、各得其所。

通过种树植绿打造城市诗
意空间，满足了老百姓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善莫大焉。
由过去直接参加植树的单一形
式，拓展到捐款、认种认养、认
养古树名木、购买森林碳汇等
更加灵活多样的形式，让全民

植树的社会规范在执行过程中
更有使用价值，更加易于操作，
更有号召力和吸引力。

从过往的治理经验来看，
遵守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遵
守规范的利益的支持，这种规
范的道德价值是脆弱的，难以
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一个
好的社会规范，应该是道德价
值与使用价值的有机结合。

“云端植树”通过线上线下有
机结合，让参与植树变得更加
低门槛；“云端植树”通过认
种认养的方式，让参与者得到
心理慰藉与精神支持，有助于
提升公众参与植树的动力和
意愿。

环境就是民生，每个人都
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者推动者。参与植树亲历而为
固然好，“云端植树”也无损价
值底色。只有让绿色低碳的文
化信仰和价值追求深入人心，
让爱绿护绿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我们共同的家园才会更加
美好。

3年前，记者采访董可雷，
是因为他从一名职高生，一路
攀登，成了浙江师范大学的一
名硕士研究生。3年后，记者又
一次采访董可雷，因为他继续
攀高，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
博士生录取信息，成了一名准
博士生。董可雷曾是鄞州职教
中心13级机电1班的学生，他
以优异的成绩直接考入中国计
量大学，攻读工学学士学位。此
后不断进步，考取硕士、申请博
士。

3月13日《宁波晚报》

从一名职高生到硕士生，
再到准博士生，董可雷的成长
之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
示。他的成功告诉我们，职业教
育的学生同样拥有无限的潜力
和可能性。关键在于如何发掘
和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能力
和技能，为他们提供更多元化、
个性化的培养方案。

首先，董可雷的成功案例
证明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职
业教育不仅为学生提供了进入
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而且为他

们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在
许多情况下，职业教育能够提
供与学术教育同等甚至更高的
技能和知识，为学生未来的职
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董可雷的成功也突
显了职业教育学生自我提升和
自我发展的潜力。他通过自己
的努力和毅力，成功地从一个
职高生成长为一名工学学士、
硕士研究生，甚至即将成为博
士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
有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职业教育的学生同样可以拥有
广阔的未来。

然 而 ，我 们 不 能 忽 视 的
是，当前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
面临着一些挑战。一方面，职
业教育的学生在升学和就业
方面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和
障碍；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也需要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适应现
代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职
业教育需要更加注重学生职
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传
统的职业教育往往侧重于专
业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职业

素养、创新思维、团队协作等
方面的培养。这导致了许多学
生在毕业后难以适应市场需
求，无法找到理想的工作岗
位。或者说，毕业就业之后，就
很难再实现“人生的再次飞
跃”了。这是导致“职业教育歧
视”的原因之一。

要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实现“比翼齐飞”，实现“不分高
下”，实现“一视同仁”，实现“一
样重要”，需要的就不仅仅是教
育部门一家去做事情了，而是
需要畅通“职教生”的成才路
径。在职务升迁上，在继续深造
上，在公职招录上，要“高看一
眼”，让“职业教育被重视”，让

“职业教育也美好”真正在家长
和学生心里扎根。

总之，董可雷的故事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启示：职
业教育的学生同样可以拥有广
阔的未来。只要我们采取有效
的措施，拓宽职业教育的成才
通道，我们就能让更多的职业
教育学生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
想。唯此，才能让职业教育的道
路走得更远、更宽广。

职校生成准博士生
让职业教育“花艳枝繁”

郭元鹏

阿拉有话

晚报评论邮箱：nbwbplpl@163.com

街谈巷议

“这里、这里……”3月11日下午
3点30分，海曙区段塘街道雄镇社区
的党员俞丽丽准时出现在校门口接
孩子放学。不过，接到自己的孩子后，
俞丽丽没有离开，继续张望着。原来，
除了接上自己的孩子，她还是另外5
名孩子的“共享妈妈”，她要帮助家长
们接齐这几个孩子，并负责把他们安
全送回社区。 3月13日《宁波晚报》

据报道，早在一年前，该社区就
关注到了辖区居民的需求，开始筹备
相关儿童服务项目，并且在经过广泛
的调研和走访后，于去年9月启动“共
享妈妈”放学托管服务。截至目前，

“共享妈妈”团队已累计服务时长超
过200小时，陆续解决辖区10余户家
庭的接娃难题。

目前，不少小学的放学时间通常
比较早，这对于很多上班族父母而
言，“接娃难”便成了一大问题。于是，
有的不得不向单位请假接娃，有的不
得不花钱请人代为接娃。更有甚者，
有的不得不任凭孩子自己放学回家，
但安全却成了父母的一块心病。

难道就没有解决上班族父母“接
娃难”的好办法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海曙区段塘街道雄镇社区推行“共
享妈妈”之举，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据介绍，这些“共享妈妈”来自同
一个社区，都是平时相互熟悉的邻
居。这些“共享妈妈”当中，有的本身
自己就要到学校接娃，有的是热心的
志愿者，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既热心又耐心，更有责任心。
因而，由她们充当“共享妈妈”，这让
那些无暇接娃的家长们都很放心，也
很感激。

笔者以为，“共享妈妈”既是一种
互助行为，更是一种互信行为。一方
面，有了这种“互助”，那些平时无暇
接娃的家长，就可放心地把接娃的任
务交给“共享妈妈”们，自己能安心上
班，没了后顾之忧。另一方面，有了这
种“互信”，“共享妈妈”也无形之中感
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和尊重，这也可
以提高“共享妈妈”的积极性。同时，更
为重要的是，有了这种“互助”和“互
信”，她们之间的邻里关系也更加融
洽、和睦了。可见，这样帮邻居接娃的

“共享妈妈”多多益善，不仅值得点赞，
值得提倡，更值得各地借鉴和推广。

当然，“共享妈妈”的出现，也需
一把“规范伞”。一方面，如果是社区
的招募行为，那就应该对“共享妈妈”
人员的选拔、录用等予以严格把关，
做到安全、可信，确保接娃不出现忘
记接送、接错娃等纰漏。另一方面，如
果是邻里之间的个人互助行为，双方
应该有共识，甚至是书面合约，既让

“共享妈妈”担起相应的责任，确保接
娃的万无一失，又要避免万一发生意
外，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如
此，才能让“共享妈妈”的队伍越来越
壮大，帮助更多家庭解决“接娃难”的
后顾之忧。

多些帮助邻居接娃
的“共享妈妈”
廖卫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