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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咱济南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徐剑锋

元宵节开展猜灯谜活动
是一种年俗，不仅可以激活节
日的文化因子，而且极大地丰
富了老百姓的精神生活，这样
的活动多多益善，理当制度
化、常态化。

而笔者发现，置身于“互
联网+”时代，随着手机、电脑
的全面普及，许多人寻找答案
首先想到的是网络搜索。在这
样的语境下，猜灯谜很大程度
上也会演变成“搜灯谜”，竞猜
现场比拼的不是脑力、看谁猜
得准，而是“手力”、看谁搜得
快。某种意义上讲，依靠“搜
网”猜出谜底也是一种变相的

“舞弊”。笔者认为，就算是得
到了答案、拿到了奖品，也很
难体会到自己独立冥思苦想
而收获成功的喜悦，就更别谈
增智健脑了。

一条小小的灯谜中，蕴含
着诸多传统文化元素。猜灯谜
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既
需要公众对中国文字有深入
的了解，还得把自己所学到的
知识加以思考、联想、分析、归
纳，是一种喜闻乐见的益智方
式、逗趣途径。所以说，开展猜
灯谜活动，不仅为提升全民文
化内涵、知识储存提供了极好
的契机，而且在“寓教于乐”中
加强互动交流，可以进一步充
实生活、开阔眼界，不断增强
文化自信。猜灯谜是一项智力
游戏，拼的应该是动脑能力，
而非动手速度。在活动参与中
应多一些动脑益智，少一点投
机取巧，毕竟乐趣比奖品更为
重要。

葛原生态错错时时上上放放学学治治堵堵，，没没那那么么简简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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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缓解时下的交通拥堵，
相关部门前不久出台了错时上下
班和错时上学放学的初步方案。
从记者的调查报道看，虽然家长
们对此支持和反对的各半，但校
长们对此大都持反对意见。（详见

《齐鲁晚报》2月22日“错时上放
学，学校得解几难题”）笔者对错
时上下班无异议，对错时上学放
学则以为推行要慎重。

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他们
的健康成长是天下父母的希望。
早睡早起是人类健康的秘诀，对
孩子们来讲尤其是这样。按照卫
生健康专家们的说法，儿童正处
在成长期，早睡早起不仅能使他
们精神饱满，而且更有利于他们
健康成长。即便是有些孩子早晨
有时睡眠不足，可要知道，睡眠不
足不是早起的原因，而是晚睡的

缘故。假如施行错时上学放学，势
必打乱他们早睡早起的生物钟，
即使是今后习惯成自然，对他们
健康成长也是不利的。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
于晨。时下中小学的课程安排，不
少是上午课程多，且内容相对重要
些；下午课程少，内容也相对容易
些。这样安排课时，依据了孩子们
生理成长期和知识增长期的特征，
因为上午是他们精力充沛的时间
段。如果施行错时上学放学，要么
得缩短上午的课时，要么得延迟中
午的放学时间。缩短上午课时不利
于孩子学习知识，延迟中午放学时
间又容易影响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因为相对而言他们容易饥饿。

按照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
的有关规定，绝大多数孩子都是
就近入学，因为离家较近，所以车

辆接送可有可无，接送孩子不开
车，治堵效果会更好。目前车辆接
送孩子，要么是家长们上下班顺
路，要么是距离学校较远的择校
生。择校生是极少数，且目前实施

“零择校”，今后择校生会逐年减
少。如果说交通拥堵有接送孩子
们的原因，这也是家长们的上下
班时间与孩子们上学放学的时间
靠得太近所致。从关爱少年儿童
的角度讲，缓解交通拥堵十分必
要，但应当把“错时”放在家长们
上下班的时间上，而不宜在孩子
们上学放学的时间上做文章。

学校是孩子们健康成长、获
得知识的园地，“园丁”们则是培
养教育孩子们的“专家”，是否施
行错时上学放学，他们应该最有
发言权，希望相关部门能多听听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葛有话明说

□杨曙明

□雪樱

近日，市民韩先生向本报
反映，天桥区东宇大街铁路桥
洞下及其百米多长的南北方向
路面坑坑洼洼，而且经常积水，

“整个东宇大街工程拖拖拉拉
修两年了还没完工。”记者从项
目部获悉，东宇大街主要还有
铁路桥下和粟山路以南路段受
限于拆迁、管线迁移等多种因
素导致施工延期。(详见2月21日

《齐鲁晚报》“原定工期9个月，
两年还没修完”)

笔者以为，施工因故延期
可以理解，但是，相关部门应最
大化公开信息，以诚意与担当
回应市民。

一直以来，省城道路施工
延期问题屡见不鲜，市民反映、
媒体报道、部门解释，被动的拖

拉做法，损失的是相关部门的
公信力。如果将施工信息公开，
扩大公众参与度、建立完善反
馈机制，比如，对市民的疑问与
不便及时回应，能解决的第一
时间落实，无法解决的也说明
原因，即便出现延期，相信也会
得到市民的理解。

让信息公开成为常态，不
是竖个延期牌子、网站上贴个
通知那么简单，应注重细节公
开与过程公开，充分利用多元
的移动终端平台，让官智民智
实现双向度、互动性交流。希望
不远的将来，市民打开手机，就
能查到施工具体信息，动动手
指就能反映问题、收到反馈，不
再为施工问题干着急，这是互
联网+修路的新气象，也是打造
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的重
要内容。

猜灯谜若成“搜灯谜”

意思还大吗

□宋振东

新学期开学在即，同事给
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新购买了
不少文具，有可以拆装的火车
型铅笔盒、西瓜太郎水彩笔、顶
端是灰太狼的铅笔、奶牛造型
的卷笔刀、洞洞鞋样式的修正
带等一大批新潮儿童卡通文
具，孩子对这些玩具化的文具
喜欢得不得了。据了解，笔者认
识的不少小学生家长，也都不
同程度地给自己孩子购买了类
似的新潮儿童卡通“玩具化”文
具。

为了吸引孩子购买欲望和
增加文具趣味性，现在许多商
家把文具和学习用品设计得越
来越卡通化，外表花哨靓丽，附
加功能繁多，很像儿童玩具，有
的甚至还带有挑逗性的色情图

案。
然而，据有关教育专家介

绍，色彩过分鲜艳和具有过度
浓郁芳香味的文具，不仅可能
会引发重金属超标的危险，对
儿童身体健康产生隐患，而且
新潮卡通化文具容易分散孩子
的注意力。由于孩子的自制能
力较差，很容易上课时思想“开
小差”，还有的学生甚至边上课
边玩弄卡通文具。因此，文具太
花哨会影响听课质量。

所以，笔者希望家长在给
孩子挑选文具时，应尽量选择
具有单一功能的文具，避免“玩
具化”倾向的新潮卡通文具，且
按照学生心智发育程度和学习
需要程度来挑选适合该年龄段
的文具，否则反而容易让孩子
把文具当成了“玩具”玩，影响
孩子学习。

互联网+修路，会碰出啥火花 新潮卡通文具别成了孩子课上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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