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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政教

欢迎你
舟曲同学
文/片 本报记者 马文青

安全高压下

军训遇两难
本报济宁9月5日讯(记

者 马文青) 2日上午，在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操场

上，初一新生们身着崭新

迷彩装，开始了为期三天

半的军训。和该校学生相

比，济宁市多数初中学校

的一年级新生却只有羡慕

的份儿。记者采访了十余

所城区初中学校，发现将

进行军训的不到一半。不

少学校负责人称，是安全

“高压线”压下了自个儿学
校组织新生军训的想法。

“现在社会上对学校

安全这么关注，初一新生

年龄又小，身体素质也参

差不齐。万一有学生承受

不住军训强度昏倒或发生

更严重的问题，学校麻烦

就大了。”济宁一不愿透露

姓名的初中校长称，学校

也曾打算组织新生军训，

但考虑到学生安全问题，

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想

法。“毕竟政策没有要求初

中学校必须军训，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接受采访

时，不少没有组织新生军

训的初中学校有关负责人

均表达了这种想法。一负

责人透露，该校曾组织过

一次军训，开训第一天就

有几十名学生在站军姿时

昏倒。“其实训练强度并不

大，只是现在的孩子太娇

生惯养，身体素质太差

了。”该负责人表示，正是

因为这一点，学校干脆取

消了军训，这样学校也就

安稳了。

相对于多数学校的

放弃，济宁市运河实验中

学校长卢惠林选择了坚

持，并把时间定在了下

周。“军训对学生行为规

范是一种约束，而这一点

对初中生来讲，是习惯养
成的重要途径。”卢校长

称，该校自去年实行对新

生军训后，不少学生的坏
习惯得到纠正，纪律观念

和自理能力都有明显提

高，这也是他坚持新生军

训的初衷。记者采访了城

区十余所初中，明确表示

继续组织新生军训的初

中学校只有济宁学院附

属中学、济宁市运河实验
中学、市十五中学、市十

三中学等四所初中学校，

不到受访学校的一半。

“军训是我们学校的传

统，只要教育局不明文禁

止，我们就会坚持下去。”济

宁学院附属中学团委书记

康磊告诉记者，军训对学生

来讲，意义并不在于军姿站
得多好，正步踢得多高，最

重要的是能规范学生的行

为，加强学生的纪律意识。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降低

了训练强度，并把训练时间

缩短至每天上午下午各两

小时，并利用休息时间对学

生进行国防教育和安全教

育。”康磊称，学生们也非常

希望参加军训，还有不少家

长要求军训时间更长一些。

“国家只要求高中以
上学段普及军训，初中段

只要求进行国防教育，是

否组织军训由各学校视

情况而定。”济宁市教育

局有关负责人称，只要保

证学生安全和健康，市教

育局不会禁止初中学校

组织军训。

12所学校通过

太阳能补贴验收
本报济宁9月5日讯

(记者 马辉) 记者从济

宁市节能办获悉，近日，

济宁对列入2010年太阳能

集热系统财政补贴项目

的14所学校进行了核查

验收，共有济宁医学院、

济宁盲校等12所学校符

合补贴条件。

前期，济宁市经信委

会同教育、财政等部门对

济宁未安装太阳能集热系

统的高等院校、基础教育

学校进行了调查摸底，并

根据学校规模核定了所

需太阳能集热系统的面

积及投资额。最终，经严格

核查验收，共有济宁医学

院、济宁市盲校、兖州市第

一中学等12所学校符合补

贴条件，太阳能集热面积
达14552 . 92平方米，目前

这些学校的太阳能集热系

统已全部竣工，济宁市节

能办已将这些名单上报上

级部门，预计近期补贴资

金将可下达。

据了解，为减少能源消

耗，我省以财政补贴的方

式推广太阳能集热系统，

凡济宁市内的高等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

校均可向所在地经信委提

出立项申请，申请通过后将

获得太阳能集热系统投资
30%-50%的省财政补贴。

“应该到了呀，怎么还没
打电话？”9月3日中午12：45，

在兖州火车站出站口，济宁
学院党委副书记谢安庆第十
次看了手腕上的表，焦急地
说。

和谢书记一样坐立不安
的，还有该校团委、学工处的
工作人员以及接站的学生志
愿者们。他们已经在这里等
了近一个小时，只为迎接一
名特殊的新生——— 来自舟曲
的受灾新生房华清。“华清上
火车后给我发了条短信，说
火车12：30到站，可这都过了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跟我联
系。”该校团委书记李凡路
称，当得知今年该校录取的
新生中，房华清是来自灾区
舟曲后，学校非常重视，专门
开会讨论，为其报到开辟绿
色通道，并在负责接站的学
生志愿者中安排专人对她实
行一对一接站。为了让华清
感受到家的温暖，谢书记和
学校团委、学工处的负责人
还专门到兖州接站。

5分钟后，济宁学院团委
书记李凡路的电话响起，“来
了！”当房华清和妈妈、舅舅
出现在出站口，负责接站的
三名学生志愿者立刻上前接
过三人的行李，谢书记一行
也随即代表学校向舟曲新同

学表示欢迎，看到学院领导
亲自到车站迎接，房华清母
女激动地好一阵才说了句

“谢谢”。

在车上，房华清告诉记
者，泥石流灾难发生
时，自家小区的
一楼顷刻便被埋
上了，那时她恰
巧在爷爷家，幸
运地躲过了那
一劫，但家却回
不去了，只能
和妈妈借住在
姥姥家。本来
一家人说好父

母一起送她来上学，可在农
畜局工作的爸爸因为忙于灾
后防疫工作走不开，只能请
舅舅代劳了。说到这些，华清
称，虽然理解支持爸爸，但心
里还是很遗憾。

半小时后，大巴驶入济
宁学院校园。看到错落有致
的绿植，高耸的教学楼，宽阔
的塑胶运动场，华清很兴奋，

“比我想象中的还大、还漂
亮！”下车后，学生志愿者带
领华清到物理与信息工程
系报到。由于学院专为华清
报到开设绿色通道，并免
除了她在学校第一年的学
费、教材费、住宿费、生活
用品费、一卡通等所有费
用，不到五分钟，华清就
顺利办完了所有报到手
续，住进了该校8号宿舍
楼的423房间。打开宿
舍门，学校为其准备
的水杯、洗刷用品、铺
好的被褥等让华清
又惊喜了一把。“我
知 道 ，学 校 这 么
做，是因为我是从
舟曲来的，”华清
哽咽着说，虽然
这是自己第一
次 离 开 家 远
行，但学校周

到的安排让
自己感觉到
了家的温
暖……

校领导亲自接站。

食堂学用“一卡通”。

宿舍里沟通交流。

丰盛的午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