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德树人，育心为先。近年来，寿光

市圣城街道一中以“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为追求，立足学校实际，树立“育人

从心开始”的理念，以“立君子品，做有

德人”为德育目标，强化传统文化教育，

重视学生习惯养成教育，实施“家校共

育”，促进了师生和谐、家校和谐”，在培

育君品学生、创建品牌学校上取得长足

发展，实现了“让家长放心，使社会满

意，令学生自豪”的目标。先后被评为寿

光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潍坊市现代教

育技术示范学校、潍坊市奥赛金牌学

校、山东省电脑制作特色学校，被确定

为山东省教育委员会重大课题“创新教

育”实验基地、国家级重点课题“计算机

与各学科整合”实验学校。

育人重细节 大德小处做
校长侯巨海认为，“大德”令人景仰，

令人崇敬，令人感动，但也容易使人觉得

高不可及，甚至使人认为“大德”非常人

可为，非英雄莫属，从而出现大德“无邻”

的现象。而“小德”强调坐言起行，小中见

大，行即是圣。行“小德”使人觉得“个体成

本”不高，实践难度不大，而且行之可收

立竿见影之效，能够激励人们持续践行。

所以，圣城街道一中让学生从身边典型

学起，从生活“小德”做起，从不乱扔垃圾、

不说脏话、自觉排队、遵守交规、守时守

信等生活中的“小德”做起，使道德去虚

为实，化大为小，由难到易，由知到行，循

序渐进，持之以恒。

为全面提高德育工作水平，圣城街

道一中从制度入手，实行精细化管理，

制订了学生《一日常规》、《一周常规》、

《一月常规》和《学期常规》，实施“五星

级学生评价制”，让学生时时、事事、处

处有规可依充分利用升旗仪式、毕业典

礼、开学典礼、军训动员、歌咏比赛、礼

仪教育，以及“五一”、“十一”等重大节

日、纪念日，开展德育教育，举办讨论

会、故事会、演讲会，增强爱党爱国爱家

的情怀。时至今日，学校学生每逢周末

或长假，都会自发到敬老院、军干所为

老人们打扫卫生，表演文艺节目，为老

人送去温暖和欢乐；到社区、街头进行

文明宣传；积极参加社会志愿者和社会

公益活动。

借力新载体 德育变亲切
爱祖国、爱人民、遵守公德、塑造良

好品格……长期以来，学校德育目标体

系呈现出头大尾小“降落伞式”的倒置

状态，这样的德育结构，目标太大，实践

中难免脱离实际，变成道德说教。因此

不少专家提出，学校的德育目标要“降

降调”，变变路子，扎根传统文化土壤，

借助“国学”“民俗”载体，使德育降低重

心，变得自然、亲切。

圣城街道一中把我国传统经典名

篇作为校本课程，聘请国学专家讲授

《弟子规》，将《弟子规》的内容活学活用

到日常学校管理和学生习惯培养中。学

校规定每周召开一次主题班会，畅谈学

习心得。每月出一期学习心得手抄报，

并利用大课间或主题班会时间集体朗

诵《弟子规》。为取得学生家长的支持和

配合，侯巨海校长亲笔起草《致家长的

一封信》，号召家长积极支持、配合学校

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言传身

教。除把德育纳入校本课程外，圣城街

道一中还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潜移默化

和浸润的作用和影响，把传统文化纳入

校园文化创建中，学校围墙“梅兰竹菊”

四君子油彩画，使学生时刻铭记“不畏

风雨，当立君子品”；校门口的“走出校

门一步，肩负学校荣辱”，时刻警示学生

“严以律己，做有德人”；走廊上古代仁

人的名篇，学生在顾盼流连之间，净

化了思想，提升了品位。每年一届读

书报告会，背诵古诗、赏析经典、编

演课本剧等。如今，常规化、生活化

的德育，默默无声浸润着学生的心，

使“做堂堂正正的西关初中人”成为

学生们的行动指南。

君子高品德，始于足下行。正是长期

立足于从生活小事抓德育，从实践中做

德育，并借力于传统文化，从而使得学校

“立君子品，做有德人”的育人目标初步

实现。汶川地震后，学生自发组成“手工

绢花”社团，制作工艺绢花进行义卖，为

灾区筹集善款就是一例。此外，学生还积

极为白血病患儿义卖捐款；积极参加寿

光市大型志愿者组织———“文依静”志愿

者，参与“冬暖行动”，为贫寒家庭捐棉衣

等活动，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

乔彬 张玉 吴学增

君君子子高高品品德德 始始于于足足下下行行
——— 山东省寿光市圣城街道一中践行德育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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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潍坊市图书馆运行4个月，接待读者20万人次

每每位位读读者者平平均均每每月月借借书书11 .. 55本本
本报4月23日讯 23日，是世界读

书日，你阅读了吗？最新出炉的2014
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
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 . 77
本，远低于韩国11本，法国20本，日
本40本，以色列64本；人均每天读书
1 3 . 4 3分钟。潍坊市民读书情况如
何？

23日，记者从潍坊市图书馆获
悉，市图书馆新馆运行至今 4个多
月，共有2万余名读者借阅图书15万
册次，每位读者平均借阅图书1 . 5本/
月。其中借阅书籍最多“书霸”的是
位中学生，三个月共借阅图书 1 5 0
册。在借阅的图书中，文学类、历史
类、艺术类图书最受读者欢迎。

23日下午，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
内，市民张女士正在帮孩子挑选图
书。“孩子今年13岁，上六年级，平
时课业比较忙，大多时候都是我来帮
他借。”张女士说，儿子平时爱看文
学书，她基本每周都过来给他借两本
书。对孩子课外阅读，张女士很支
持：“既能开阔孩子的眼界，还能提
高他的语言文字水平。”

记者从市图书馆业务部了解到，
从借阅群体上来看，3-16岁的孩子借
阅率是最高的群体，不光孩子们自己
借，父母还常常帮着他们借。如今父
母对孩子教育越来越重视，很多父母
从小就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每到周
末，少儿阅览室不仅孩子多，大人也
非常多。

据了解，目前市图书馆借阅书籍
最多的便是一位16岁的中学生。来自
新华中学的初三学生小宋，借阅约
150本图书，书籍涉及面广泛。对这
个消息，小宋的妈妈也很意外：“没
想到孩子读了这么多书。”对孩子课
外阅读，宋妈妈也很纠结，既赞成也
反对。她说，读书是好事，孩子从小
就喜欢看书，所以才给她办了借书
证。但是目前她已是初三生，正是课
业紧张的时候，但就怕课外书读多了
影响学习。

“新馆从去年11月29日试运行以
来，从大类上来看，借阅率最高的分
别是文学类、历史类和艺术类。”市
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从目前的统计
来看，《盗墓笔记》、《“儒教国
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
考察》、《武士道》、《黄金手，赚
钱是一门大学问》、《高位过招：省
委常委的变迁与为官艺术》等书籍借
阅率都比较靠前。不过，由于新馆运
行仅4个多月，这个排行榜尚不能全
面反映馆内读者的阅读取向，而且由
于书籍上架时间不同，很多不错的新
书未能进入前十排行榜。

与此同时，记者从潍坊学院图书
馆获悉，从图书借阅方面来看，统计
数据显示，文学、历史类书籍是大学
生借阅的热点和主流。

记者了解到，潍坊市图书馆新馆
建成至今4个多月，已新办读者证2万
余个，接待进馆读者20万人次，借阅
图书15万册次。平均下来，每位读者
平均借阅图书1 . 5本/月。

社区阅读室 藏书不少，来看的人不多

23日下午，南湖社区三楼
的阅读室内空无一人，记者
只能透过玻璃看阅读室内的
情况，书桌上都已经落了一
层灰。

“几乎没人来，就是寒暑
假有学生来借书，阅读室已
经是形式大于实际用途了”。
社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受电脑、手机和网络的冲
击，现在看书的人越来越少，
而且社区阅读室的数更新
慢、不新颖，虽然有近两万册
图书，但是几乎没人来看。

随后记者来到苇湾社区
服务中心，一进大门的右侧
就是图书室。记者注意到，图
书室是在会议室的基础上改

造的，两万余册图书摆在一
旁书柜里。从下午3点多开始，
放了学的孩子们就陆续来到
这里。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平
时来借书和看书的居民并不
多，但是一到下午放学，社区
的学生们几乎都来这里看书
和写作业。

“居民可以拿自己的书
和 图 书 室 的 书 换 ，互 相 分
享”。社区工作人员说，图书
室的数更新换代比较慢，几
乎没有什么新书，但是居民
们可以以图书室为平台互相
分享自己的书，这样既丰富
了图书种类，也让更多人能
读到新书好书。

时尚书屋 真正看书的少，休闲聚会的多

2 3日下午，在V1广场
书是书非心悦书屋摆出了
“4月2 3日世界读书日，今
天你悦读了吗？”主题提示
牌。店主孙春青说，书屋是
去年春天营业的，目前已经
有170多名会员，但孙春青坦
言，这170多名会员里，真正
看书的人不过十几个。“很

多是来休闲的，喝个咖啡，
朋友小聚什么的，甚至还有
人是为了来看美女的”。

孙春青说，平时来看书
的人中，最多的是8 5后和9 0

后，偏爱一些网络小说以及
励志、文史类书籍。书屋也
会根据会员的建议，每周更
新书籍。“靠卖书几乎没有

盈利的”。书屋除了卖书以
外，靠提供各种饮品以维持
经营，孙春青说，靠这个基
本挣不了钱，只是给爱看书
的朋友提供一个平台，聚集
到这个圈子里，然后不断扩
大这个圈子，让更多的人爱
看书。

曾在城区圣疃巷经营

书屋的刘海明告诉记者，现
在受网络及电子书的冲击，
纸质书的市场越来越小，真
正看书的人也越来越少。刘
海明说，现在的书在更多的
人眼里已经是一种装饰品。
在此环境下，刘海明的物质
书店已经关门，如今成为一
家生活便利店。

图书馆、书店 增加附加服务争取读者

潍坊学院图书馆书记李
秋之表示，从全民阅读方面
讲，提倡包括纸质阅读、数字
阅读、移动阅读等所有阅读
方式，但从深度阅读来讲，纸
质图书永远是最依赖的资
源。“希望大家能到图书馆
来，静下心进行深度阅读，这
样才能真正获得收获。”

“悦读，让市民快乐阅
读，通过阅读愉悦身心。”潍

坊新华书店图书大厦经理徐
永辉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
说。尽管受娱乐化、数字化出
版、网络购物等元素冲击，部
分分类别图书销售量下降，
但书店总的经营业绩还是有
增长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证实着，更多的人还是喜欢
阅读纸质图书。

实体书店不会消亡，但
必须要做出调整和改革，只

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提
供“悦读”服务。徐永辉告诉
记者，如今，新华书店已开始
实行会员制，会员可以通过
积分兑换礼品，购书时也会
进行相应折扣；不仅如此，新
华书店还开通了官方微信，
下一步还将打造体验式书
店，提供咖啡、饮料等服务。

新华书店的创新，在城
区一些书店也在进行着。咖

啡、饮料、茶……这些服务在
京广书城已经具备。

山东京广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运营总监孙维芬接受采
访时表示，书店不是简单地
买与卖，更多地应该是传递
一种文化符号，提升市民阅
读内涵和内心文化素养，“人
因阅读而高贵，让更多的市
民喜欢读书，让喜欢读书的
市民读好书。”

在潍坊学院图书馆，学生正在挑
选自己需要的图书。

在潍坊北海学校操场上，两名小学生趴在地上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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