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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是英雄王杰牺牲
纪念日。为缅怀英雄先烈，传
递正能量，在王杰同志牺牲5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金乡县
实验小学组织教师、少先队员
代表在王杰纪念馆开展了“追
寻英雄足迹 弘扬王杰精神”
主题教育活动，收到了良好效
果。

活动中，该校大队辅导员

讲述了英雄王杰的事迹，号召
大家追寻英雄足迹，勤奋务
实，续写王杰精神，并带领学
生举行了集体宣誓：“人民为
先，祖国至上，自律自强，诚
实勇敢，处处以身作则，以服
务祖国需要为荣，传承王杰精
神，一不怕苦，而不怕死。”
随后，少先队员们还郑重的在

“学习英雄王杰，发扬革命

精神”的条幅上签名，表达了
弘扬王杰精神的信心和决心。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该校师生
一同参观了王杰纪念馆，通过
倾听讲解和观看历史资料，对
王杰的事迹有了进一步了解。

金乡县实验小学大队辅导
员江娟：通过开展纪念王杰牺
牲50周年、重温王杰事迹这一
活动，我进一步增强了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要发扬
王杰精神，做好本职工作，教
好书，育好人。

金乡县实验小学学生江闻
乐：通过今天的活动，我更深
入了解了王杰的感人事迹，我
们要传承英雄的精神，刻苦学
习，不怕困难，乐于奉献，做
优秀的少先队员。

王杰是从金乡走出去的好

青年，是金乡人民的骄傲和学
习的榜样。1965年7月14日，英
雄王杰在训练中为掩护民兵而
英勇牺牲。50年来，王杰“一
不怕苦，二不怕牺牲”的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王杰
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
中一颗璀璨夺目的瑰宝，在一
代代华夏儿女中传承发扬。

(通讯员 王超 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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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明珠中心小学全
体教师聚集在三楼多媒体教
室，举行一个学期一次的
“讲明珠人的教育故事”交
流会。

多年来，明珠中心小学
坚持着“阳光·明珠”的办
学理念和“至善至美 让优
秀成为习惯”的学校精神，
无论何时何处，都洋溢着严
慈相济的师爱。交流会上，
四位教师从不同角度讲述了
明珠人“以爱育爱”的故
事。骆阳老师叙述了她们在
杭州一周听课学习的所感所
悟，李相男老师谈了爱学
生、学生更爱老师的回报，
王书民老师则是声情并茂地
述说自己在发扬空竹特色活

动这条路上的幸福与辛苦，
郑森结合自己在明珠的成长
经历阐述了“做阳光教师”
的快乐，加上李平主任热情
洋溢的主持让现场掌声不
断，多媒体教室里洋溢着感
动和奋进。

老师们用自己的亲身体
验讲述耕耘讲坛的感人故
事，台下听众被一个个充满
师爱的故事震撼。最后，孙
志军校长作总结，号召大家
和孩子一起燃烧，绽放光
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书写
成功的教育故事，继续怀阳
光心态，用阳光行为，办阳
光教育，育阳光少年，让明
珠更加璀璨，让执教生涯更
加精彩。(通讯员 车蕊蕊)

邹城八中2015年相继加
入了济宁市国学教育联盟、
山东省孔子思想教育联盟，
学习应用国学经典成为该校
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今年
的暑期活动安排充满了“儒
风”气息。

活动的主要内容：一、
通读《论语》、《孟子》，
熟记部分章节和名句；二、
写 一 篇 5 0 0 字 以 上 的 读 后

感，谈谈走近圣贤、感悟的
国学智慧；三、精心创作与
《论语》、《孟子》相关的
硬笔或毛笔书法作品一幅；
四、有条件的同学在家长的
陪同下参观“三孔”、“三
孟”。新学期开学后，学校
将以班级、年级为单位开展
比赛、评比表彰，优秀的文
章和书法作品分别结集成书
和展出。(通讯员 宋平)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均衡
发展，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
设，2015年7月11日上午，汶
上县鹿湾小学、西温口小学
两处完小校舍建设工程相继
举行奠基仪式，并破土动
工。

开工建设的次丘镇鹿湾
小学是在原次丘镇第三中学
校址上的迁建工程，占地26

亩，，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
工程造价400万元，可容纳12

个教学班和6个幼儿班；西温
口小学是在原校址上的扩建
工程，占地32亩，建筑面积达

3600平方米，工程造价500万
元，可容纳18个教学班和6个
幼儿班。这两项工程是由次
丘镇政府自筹资金建设，由
汶上县郭楼建筑公司承建，
由济宁工程监理公司监理，
建设工期3个月，预计2015年
国庆节前后竣工并投入使
用。届时，两处小学的教学用
房、功能用房、办公用房以及
附属幼儿园全面实现楼房
化，同时，也标志着次丘镇教
育基础设施建设将全面完
成。（通讯员 孟昭辉 赵仕
祥 李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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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美书简》

推荐理由：

这一本是朱光潜先生的暮年之
作，读这本书让我对此前上过的美学
课程有了新的认识，也明白为何马义
在中国的美学研究中如此重要。但也
正如当年读者所反映的问题一样，引
用马义的部分过多，而造成了高头讲
章的效果。说实话，刚读这本书时心
里是略微有些失望的，可能是它的名
气太大而我对它的期望过高。但是，
绕过那些高大的感念，还是能见到朱
先生的独到见解和对美学的温情，许
多论述让我对原本的一些概念有了豁
然开朗的感觉。这或许源于朱先生对
美学的深刻认识，源于深厚的文史哲
知识的积累，他在书中也一直强调读
文学作品对研究美学的重要性。寥寥
几笔，勾勒出了美学的基本脉络，这
是让人钦佩的。

这书虽薄，却值得细细品味。一
个学者在人生边上回望自己的学术生
涯时，难免带有人生的感叹，这是本
书的另一价值所在吧。

精彩一隅：

“ 情 趣 化 ” 还 要 有
“趣”。“趣”包含的内容十
分丰富，非一两句话讲得清
楚。在我看来，讲理论、讲道
理，而要使人感到有趣味，至
少有三点要做到：一是要结合
实际事例来解释，使抽象的道
理容易理解且不乏味；二是要
生动、形象、活泼，有点艺术
化的处理，使人读来不但不感
枯燥，反而感到新鲜有味；三
是行文要深入浅出，把深奥的
道理用平实浅易的话表述得一
清二楚，语言要流畅优美，使
人读之如口渴饮甘泉，舒畅无
比。

朱先生这两本书在这几方
面做得极好，堪称典范。那些

谈论人生修养的哲理和探求美
和艺术奥秘的学理，本来都是
十分艰深的，但到了朱先生笔
下，却一下子变得生动活泼、
新鲜有趣起来。譬如“谈静”
一信，是谈人生境界的。他所
谓“静”，是指“心界的空
灵”，有了心境的空灵，才能
领略静中之趣。朱先生讲此理
时，先引了朱熹“半亩方塘一
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
哪得清如许了为有源头活水
来”一诗来说明，后又引陶渊
明、裕康几首诗解“静趣”之
奥秘，读后使人不但在道理上
懂得了人生动、静两者不可缺
一，更领略感悟到“静”之趣
味。以看松树的不同眼光、态
度来说明实用、科学与审美的
本质区别，是朱先生论美的著

名实例。这个例子举得那么贴
切，那么有力，那么恰到好处
地表达了朱先生的美学主张，
所以不但在美学界，而且在广
大青年中也传播极广。比起当
时和当今的许多美学家来，能
把深奥的美学道理讲得如此简
明、生动，使人感到趣味无穷
的，除朱先生外，少有人能及
得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朱先
生的国文功底深厚，所写文字
极漂亮，于平易朴实中见优
美，在行云流水中闻韵律，虽
是散文，却有浓郁诗意。《谈
美》中不少篇章均有此特点。
故读之如同欣赏艺术精品，不
时获得美的享受，且感余味无
穷 。 这 些 ， 大 约 是 此 二 书
“趣”之所在。

《齐鲁晚报·运河教育》是由

济宁市教育局和《齐鲁晚报·今

日运河》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教育

专刊，创刊于2013年12月31日，每

周二与读者见面。半年来，《齐鲁

晚报·运河教育》致力于架起学

校、师生及热心教育事业人士交

流的桥梁，传递教育新政，关注

教育热点，传递教育正能量，得

到社会各界的认同。

现为进一步拓宽同广大读

者交流的渠道，特向各界读者约

稿：无论您是有关于教育的问题

和见解，还是对教育专刊的意见

和建议，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

教育热线与我们联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齐鲁晚报·运河教育》期待各界

人士踊跃来稿，探讨当前教育现

象，为济宁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电子邮箱 qlyhjy@163 .com 教育热线 0537-2371686

约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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