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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教师不必用“礼”

qlwbqss@163 .com新浪·齐鲁晚报·今日烟
台 官 方 微 博 ：h t t p : / /
weibo.com/1886899723

齐鲁晚报新闻热线967066

QQ群：227966397

征稿

启事

烟台话题是本报面向烟台市民的评论专版，说咱烟
台百姓的事儿，拉咱烟台百姓的理儿，是百姓发言的舞
台，网友评说的天地。如果您想对咱烟台的事儿说上几
句，评上一段，请您发送至本报投稿邮箱q lw b q s s@
163 .com，见报即付稿酬。同时，开通QQ群：227966397，期待
广大有兴趣的读者和作者加入。读者李建波：这两天，给教

师送什么礼物、应该如何送成
了许多家长讨论的话题，也让
一些家长十分纠结。笔者理解
家长给教师送礼的用意，无外
乎两个目的：一是表达对教师
的谢意，二是希望教师对孩子
施一些“偏心肥”。

可是家长给教师送礼，一
方面加重经济负担，一些生活
比较困难的家庭难以承受，另
一方面，对社会送礼等不正之
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社
会不良风气更加盛行，更为重
要的是家长和教师的“言传身
教”让学生学会不良风气，养成
庸俗的处世行为，不利于学生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
中华民族历来将“为人师

表”作为教师职业形象的典范。
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是教
师的职责，教师如何教书育人
不仅有职业道德的要求，更有
法律法规的规范。家长应该相
信教师对学生的一视同仁，送
礼只会增加教师的不安和尴
尬。如果教师在节日里收受学
生的礼品，教师又如何向学生
传道、授业、解惑呢？学生会相
信教师的教育内容吗？教师的
名誉扫地，教师的“榜样”也将
成为学生学习的反面“教材”，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作为学生适当地表达一下

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无可厚非，
譬如可以用感谢的话语、一张
贺卡、一个电话等表达对教师
的教育之恩。教师节是为弘扬
社会尊师重教的传统而设，不
能沦为“送礼节”。家长送给教
师的最好礼物是平时对教师的
多一份理解和支持，而不是金
钱和物质的多少。作为教师应
主动拒收家长和学生送给的贵
重礼物。

被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曾
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
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
也。”每一名教师应在平凡的岗
位为人师表，以高尚的师德树
立良好的教师队伍形象。

鲁菜素有“中国八大菜系
之首”之称，烟台作为鲁菜发祥
地之一，“鲁菜之乡”的美誉更
是值得每位烟台人为之骄傲。
然而，现在作为“江湖老大”的
鲁菜似乎渐渐式微，到哪里吃
一顿正宗的鲁菜开始成为一道

恼人的难题。相反，这一二十年
势头风生水起的川菜馆子风光
一时无两。

作为八大菜系之首的鲁菜
地位日趋尴尬，如何变革鲁菜
开始成为一道严峻的挑战摆在
山东人面前。其实，川菜的一些
成功做法值得作为“江湖老大”
的鲁菜虚心学习。

首先，鲁菜菜品老化难以迎
合口味越来越刁钻的食客。谈起
鲁菜的传统的名菜，除九转大
肠、糖醋鲤鱼外，很难再想起其

他。反观川菜，即便一个简单的
火锅，也能变出无数花样，火锅
可以跟“健康”结缘，可以跟“时
尚”沾边，而鲁菜的九转大肠在
一个膀大腰圆、“三高”频发的时
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其次，鲁菜坐等上菜的老
传 统 与 D I Y 的 新 潮 流 迎 面 撞
车。川菜的高明之处在于调动
食客主动参与烹饪的新鲜感和
积 极 性 ，“ 自 己 动 手 ，丰 衣 足
食”。以火锅为例，食材的种类、
生熟的程度、调料的口味等都

可以根据食客的个人需求自行
调节，形成千变万化、富有个性
色彩的饮食搭配。

再次，多层次的菜品体系
亟待建立。一个菜系受欢迎的
背后需要建立一个多样化、多
层次的菜品体系。这个体系应
该是“金字塔形”的，且平民菜
品应当成为绝对主力。鲁菜的
肉末海参虽然好吃，但不是寻
常人家所能频繁消费起的。

最后，鲁菜应保证品质规
范，跨越地域阻隔。北京和上海

的火锅虽略有差别，但犹能保证
大同小异。反观鲁菜，同样一道
菜各地做法迥异。这正暴露出鲁
菜“国标”的缺失，也凸显出鲁菜
人才的匮乏难以一统江湖。

振兴鲁菜成为不少齐鲁儿
女的愿望，也逐渐成为各级政
府的集体共识，鲁菜大赛的举
办正是积极探索的信号。鲁菜
出路在于创新，在于打造鲁菜
的品牌化、标准化、产业化，鲁
菜只有在不断融合与交流中才
能重新焕发光彩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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