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飞

鲜花减少了

自制贺卡多了

10日早晨7时30分，济南市
经五路小学门口，记者看到，上
学的学生排起了长队，正陆陆
续续地进校门。但他们的手中
几乎没有鲜花，而变成了一张
张心形的卡片。

校门附近一位骑着三轮车
卖鲜花的老人等了许久，见没
有一名学生上前买花，只好失
望地推车离去。

记者了解到，济南市花园
小学、光明街小学、德兴街小
学、昆仑小学、胜利大街小学等
多所学校均在星期一的升旗仪
式上提前发布了“禁花令”。

“号召学生自己做贺卡送给
老师，今天执勤明显感觉到各年
级学生拿花的少了很多。”十亩
园小学李一鸣老师说。

胜利大街小学大队辅导员
王琰也表示，整体来说鲜花少
了，送自制贺卡的多了。

七里山幼儿园的李瑾老师
告诉记者，早上入园晨检时，没
有让家长带花进园，而是让他
们把花放门口桶里，送下孩子
出门后再各自带走。

学生坚持买花

允许单枝进校门

尽管教育部门和学校几乎
都下了“禁花令”，但记者在采访
中依然可以看到有少部分家长
和学生坚持买了花。有学校老师
坦言，看到手拿鲜花、一脸真诚
的学生，实在不忍心拒绝。

一名三年级学生家长告诉
记者，尽管老师事先已经交代了
孩子不要买花，但她还是给孩子

买了。“买了三枝康乃馨，花了不
到十块钱。”她说，教师节这一
天，不给老师送花表示一下总感
觉自己从心里过不去。

而另一位未让孩子买鲜花
的家长则告诉记者，虽然听从
了学校的规定，但她能看出来
孩子心里的失落。“其实这个节
也需要让孩子给老师表达一下
心意，鲜花可能是他们觉得最
合适的，尤其是送给女老师。”

教师节到底该不该禁鲜
花？记者采访了多位家长和学
校老师，尽管多数人对此支持，
但也有一部分家长和老师持有
不同意见。

多位学校老师向记者坦
言，今年的教师节，学校门口买
花的学生和家长确实比往年都
少了，但还是有个别学生买了
花。“其实作为老师，面对学生
送的鲜花内心也很纠结。”省城
一位学校大队辅导员告诉记
者，收吧，学校有规定；不收吧，

是学生的一番心意，他们还担
心伤了学生的自尊心。

记者了解到，今年很多学
校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明确将
成束的鲜花拒之校门外，但也
默许了单枝鲜花进入校园。在
省城一小学，记者看到一位老
师的办公桌上放着七八枝鲜
花。

“我们学校中高年级的学
生几乎没有送花的了，一年级
的学生和家长送花的较多。”一
位小学大队辅导员表示。而据
记者了解，收到鲜花后，有的学
校点缀了教室，有的则变成奖
品，奖励表现好的学生。

别样教师节

变成“爱生节”

拒绝鲜花进校园，学生该
通过什么方式表达对老师的节
日祝福？

10日早晨，经五路小学校
门口北侧和学校操场分别摆放
了3个大大的心语墙。一至六年
级的学生手捧自己书写的心语
卡，在各自年级的区域郑重贴
好。记者注意到，一、二年级的
小朋友，用稚嫩的画笔描绘出
老师的头像。随后学校统一组
织学生向老师行鞠躬或拥抱

“谢师礼”。为了体验老师的辛
苦，学校还特意开展了“我当小
老师”活动。

而作为一所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定点学校，济南市北坦小学
则将教师节变成了“爱生节”。学
校确定每名教师帮扶一名学习、
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帮扶期一
年。其间需要对结对学生进行心
理咨询、家访、购买学习生活用
品等方面的帮助。

“教师节既属于老师，也属
于学生，因为是学生让我们享
受着做教师的幸福与快乐。”该
校孟晓平老师说。

本报9月10日讯(见习记者 王
杰 万兵) 今年教师节，教育部门
要求教师不得接受礼品。10日，记者
走访多所小学附近的花店发现，多
数学生只买一枝花送给老师。

记者走访了山师附小、解放路
第一小学、甸柳庄第一小学、济南
第五中学等学校，附近学区的花店
老板普遍反映，今年教师节鲜花不
如去年好卖。

“今天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都送
老师鲜花了，讲桌堆得满满的，我
送了老师两枝。”就读于甸柳庄第
一小学四年级的张同学说。“今天
早上，学校门口有很多卖鲜花的，现
在这会儿都走了。”接孩子放学的家
长刘先生告诉记者。当问及反不反对
自己的孩子给老师送花时，他表示：
一枝花价格在五块钱左右，孩子在教
师节给老师送一两枝，花钱也不多。

“孩子们也就是花十几块钱，表达一
下心情，这不算送礼。”

下午，手里拿着一两枝花的孩
子们在放学之后纷纷聚集在学校
门口，等着老师下班。“鲜花只是表
达自己对老师的一种心意，我们都
是买一两枝，一大束价格太高了。”
初二学生小李告诉记者。

多数学生
只买一枝花

本报9月10日讯(见习记者 田
宇 实习生 沈振 曹红红 ) 10

日，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位于中小
学附近的鲜花礼品店。店家纷纷表
示，由于济南市教育局日前下达教
师节“禁礼令”，今年的教师节鲜花
销量相比往年有了一定的缩减。

记者在山师附小门口，问起教
师节给老师送什么礼物时，小朋友
争先恐后地说出了自己所送的“礼
物”，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说，他并
没有给老师送什么贵重的东西，只
是送给班主任一张自己画的画。

另一位小朋友说，虽然学校规
定不让送花，但是他用橡皮泥捏了
一朵花送给了老师，老师还很“谢
谢我”呢。

“我们学校规定不许学生和家
长给老师送鲜花礼品，我就给老师
发了电子贺卡，还有的同学用橡皮
泥做了创意小礼物送给了老师。”
四年级的王鹏(化名)小朋友说。

学生送“礼”
争出妙招

教教师师节节该该不不该该让让鲜鲜花花走走开开
禁令之下，家长送得纠结，老师收得忐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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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尹明亮)

一名名学生将一份份证书送到老师
手里。10日上午，在山东技师学院，
由全校学生投票选出的10名优秀教
师在教师节这一天收到一份特殊的
礼物。

“让学生选出自己喜欢的老师，
这也是对老师的一种激励。”山东技
师学院党委书记赵振国介绍说，其
实优秀教师的评选从今年3月份便
开始了，历时四个月，将选票送到了
每个班级，每个学生都做出了自己
的选择。

“曾经有一年的教师节，学生们
把我骗到教室，每人说了一句心里
话，送给我一个惊喜。今年的形式虽
不一样，却给了我同样的感动。”老
师冀俊杰说，这不是她的第一个荣
誉，却是最特殊的一个，从自己学生
手中接过荣誉证书，冀俊杰也有些
激动，“学生评选，学生颁发，这是最
大的认可。”

学生投票
选出优秀教师

头条链接
9月10日是第29个教师节，节前济南市教育局专门下发《勤俭过节 以身示范》的通知，

要求学校老师不收学生一份礼。多所学校也提前发布了“禁花令”。记者发现，当日上学时分，
手持鲜花的学生明显少了，而拿着各种纸质卡片的多了。但仍有少部分家长和学生坚持买花
表心意。面对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不少家长和老师都纠结，这鲜花该不该禁？

10日，济南第三职业中专，烹饪专业的学生利用
自己的专业特长，在西瓜上雕刻出了老师们的脸庞，
作为节日礼物送给校长和老师们。老师见了笑得合不
拢嘴。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笑

10日，山师附小一年级六班，孩子们早到校半个
小时，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满了祝福老师的话，并
将亲手制作的礼物送给老师。年轻老师李俊华激动得
流下眼泪。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泪

天桥区为赴黄河北岸支教教师开班车

““北北上上””支支教教老老师师
往往返返节节省省两两小小时时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
张榕博 ) 为了支援黄河北
岸的教学，济南市常年有数
百名教师每天上下班路上
三四个小时，到黄河北岸教
学，但路途的安全与便利却
成 了 这 些 老 师 的“ 后 顾 之
忧”。1 0日，记者了解到，天
桥区为“北上”教师开通了5
条 通 勤 线 路 ，老 师 们 上 班
难、回家难问题得到缓解。

在天桥区黄河以北的桑
梓店镇，52中的老师们有一半
家住在南岸，甚至济南东头。
每到“天短”时，老师们都会遇
到同一件难事：天黑、路远、难
回家。

“我们最害怕最后一节
课时，有学生们拦住我们提
问题，因为那时老师心里已
经开始‘打鼓’了。”5 2中英
语老师王淑玲告诉记者，每
到秋冬季节，许多老师下班
后三两结伴地在黑夜里走，
非常害怕。如果遇到下雪、
下雨天气长途车停运，老师
们回家就更难了。

记者了解到，仅以2009年

以来计算，天桥区为黄河北新
招聘教师126人，今年又新增
了41人，大部分教师都是制锦
市小学、博文小学等名校的骨
干教师，但不少教师表示，
从市区到黄河北，最近距离
有30公里，最远达到70多公
里，不少教师每天上下班时
间超过 3小时，而不少教师
因此睡眠不足。

在今年9月10日，天桥区
开通了5条通勤线路，每天从
巴黎花园、明湖中学路口等5
个起点发车，发车时间为早晨
6点20，大约1小时左右，通勤
车基本能将教师送达桑梓店
镇和大桥镇的中小学。

王老师说，以前她每天
要乘车 3个多小时，现在只
需要1个多小时，时间节省了
一多半。最让大家高兴的是，
下最后一课时，大家不再担心
回不了家了。

桑梓店镇中心小学的丁
校长说，校园越来越美，但北
岸的学校仍然缺少好老师，期
望有了通勤车，能有更多老师
到北岸来支援。

10日，经五路小学，学生们手捧心语卡贴在心语墙上，表达对老师的节日祝福。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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