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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 老 穆

7 月 16 日，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毛笔手
写录取通知书开笔仪式，老教授、校友代表
等共同为 2021 级新生手写录取通知书，让
广大学子在入校前便收获一份富有经典气
息、饱含中华文化之情的“成人礼”，被网友
誉为“最好的开学第一课”“最值得珍藏的录
取通知书”。（新华社客户端 7月 17日报道）

作为全国高校较为罕见的毛笔手写通
知书，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据报道，该校 2007 年便开始用毛笔书
写新生录取通知书，今年已是第十五年。
今年的手写通知书作了升级：内页纸张换
成宣纸，更能体现墨色变化，与毛笔字体相
得益彰；内页版式参考陕西师大教育博物馆
一件毕业证书的藏品，整个版面更加古朴雅
致，并由 32开换成 16开；原来内页模版的印
刷体全部改为手写体，且所有通知书都加盖

书写者名章，浑然一体，更具韵味。
手写录取通知书已成为陕西师范大学

的文化名片。15 年来，白发苍苍的老教授、
技艺精湛的书法家、爱好书法的在校生、感
恩母校的校友，都是一笔一画、饱含深情的
书写者，在录取通知书上留下对新一代学
子的真切祝福。

这份独特的录取通知书，彰显着师范
大学为人师表的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独
有的文化印记。与此同时，这一稀有的坚
守，也折射出社会生活中书法的奇缺，对应
着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思考，牵动
了国民的精神脉络。

有人说这是怀旧，窃以为实质是一种
可贵的回归。其实仅就怀旧而言，也揭示
了一个真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
可丢弃，而且历久弥珍，应该怀恋，应该传

承。尤其是书法等国粹，更应大力弘扬。
对于书法，不少中老年都有难以割舍

的情结。过去，小学从二三年级起每天都
要写仿，从描红到用白麻纸摹写仿影子，
再到用米字格、九宫格或小白纸临字帖，
一 直 写 到 初 中 毕 业 ，有 的 高 中 学 校 还 要
隔 三 差 五 地 写 ，老 师 用 红 毛 笔 画 圈 打 杠
批 阅 还 面 对 面 指 点 ；硬 笔 写 字 课 也 非 常
普 及 ，铁 律 一 般 长 期 坚 持 。 那 种 习 字 的
氛围和情趣分外好，大家自然受益匪浅，
大 多 数 人 的 字 写 得 工 整 美 观 ，并 且 促 使
其他功课学习养成严谨的态度和勤恳的习
惯，还有陶冶情操、强身健体之功效，受用
终身，惠泽后生。

曾几何时，中小学写字课日渐惨淡，学
生的字越来越难看，而且错字不断，以致高
考作文把错别字作为扣分的硬性标准之一。

从 2014 年起，教育部在全国推动落实
“书法进课堂”，此后，各地各学校对书法教
育重新重视起来。但客观地讲，普及的广
度和力度仍需加强。

其实，不管是在校学生还是成年人，学
习书法并非只是写字般简单，它有助于培
养审美情趣，益智明德。开展书法教育和
其他品类的国学教育一样，对一个人的成
长、传统文化的弘扬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令人忧虑的是，随着信息化程度愈来
愈高，键盘代替了纸墨，鼠标代替了笔砚，导
致长期不握笔、提笔忘字成为普遍现象，快
捷生活衍生出一定程度的传统文化没落。

所以，全社会都需反思这一现状，多一
些执着的坚守和传扬，多一些有益的推广与
普及，让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得以重振，让
优秀传统文化大放光彩。

有话直说 贾 亮＞＞

7 月 7 日，山西永济 6 名学生在黄河边
玩耍时，被水流冲走，遭遇不幸；7 月 11 日，
宜春市万载县发生 3 名儿童溺亡事故；7 月
13 日，河南省驻马店市 6 名儿童溺水身亡；
深圳一周内也有 4 名儿童溺水……暑期刚
刚开始，就发生这么多儿童溺水惨剧，令
人痛心，足见夏季溺水已经成为导致儿童
伤亡的主要杀手，必须引起重视。

人有亲水的天性，水却往往无情。这
些溺水事故，发生地既有农村，也有城市；
溺水者有幼童，也有十几岁的青少年；溺
水地点，有的是在本就危机四伏的河段，
有的是在貌似安全的游泳池里。孩子们
未必不知道溺水的危险，但往往觉得危
险离自己太远。贪玩和好奇心驱使孩子
们来到水边，防范意识不足让他们走到
危险的边缘。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小学
生溺水事故中，往往多人一起遇难。据幸
存当事人和见证者介绍，这是因为孩子们
没有放弃同伴，而是选择了救援，因为缺

乏救援经验和能力，不仅没有救出落水
者，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互相帮助、
见义勇为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远离危险水
域、遇到危险知道及时求援，才是我们更
愿意看到的。

一连串令人痛心的数字，背后是一个
个痛不欲生的父母。暑期儿童溺亡，这是
完全可以避免的悲剧，也是每年暑假之前
教育部门和学 校 反 复 重 申 要 吸 取 的 教
训。日前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预防中
小 学 生 溺 水 事 故 工 作 的 通 知》，要 求 各
地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强化防溺水安
全 教 育 ；加 强 家 校 沟 通 ，督 促 家 长 加 强
对 学 生 离 校 期 间 的 监 管 ，严防溺水事故
发生。事实上，有些孩子去水边玩家长是
知道的，但家长防范意识薄弱；甚至有的
孩子溺水时家长就在旁边看手机，而有些
游泳池并没有按照国家要求配备专业救
生员。

预防溺水事故工作最忌沦为形式主

义，不能认为发个通知打个电话就尽到告
知义务了，签个承诺书自己就没责任了，
挂个“水深危险禁止下水”的牌子就做完
工作了。各地要及时对辖区内易发溺水
事故的水域进行排查整治，更要紧盯重点
学生群体，不间断提醒教育家长承担起学
生假期的看护责任，并以近期发生的惨痛
案例教育学生、警示家长，特别是要广泛
开展防溺水“六不”宣传，反复提醒学生不
要盲目下水施救、手拉手施救。

暑期放假，儿童安全不能放假。防止
孩子溺水，真正需要扛起责任的，是学校、
家长、水域管理方等等成年人。教育部通
知强调，将防溺水工作情况纳入教育质量
评价和教育行政、学校校长和教职工工作
考评，作为评优评先先决条件。对造成重
大溺水事故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要依法
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事关中小学生的生
命，必须把成年人的责任压实，给孩子打
造一片安全空间。 据新华网

暑期儿童安全不能“放假”

新华热评 ＞＞ 胡 浩

这个暑假，多地开展“官方”的托管服
务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普遍关注。

13 日，教育部就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
务召开新闻通气会。就在同一天，国家卫
健委也就暑期做好学生近视防控召开发布
会。两个部门的两场活动，恰恰串起了家
长们的喜与忧：支持暑期托管，却又担心如
果托管仅仅是把孩子们继续“圈”在教室围
墙之内，会让暑假成为枯燥无趣的“第三学
期”，不利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对于众多双职工家庭来说，暑期托管
无疑是个好消息。往常每到寒暑假，父母
们要么把孩子送给老人看管，要么只能送
到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校外培训或托管
机构，不仅加重家庭经济负担，还要担心机
构是否规范、有无安全隐患等问题。作为
解决家长“痛点”的政策创新，“官方”开展
暑期托管被寄予厚望。

开展暑期托管服务，是一件民生好事，关
键是如何把好事办好。让孩子们度过一段轻
松愉快而又有意义、有营养的时光，是假期的
应有之义。高质量的暑期托管服务不是简单
延长学生在校时间，而应彰显趣味性，在丰富
多彩的活动中增强校园生活吸引力；体现交
互性，在灵活自主的交往中促进社会情感学
习；倡导综合性，突破学科、教室、校园壁垒，引
导学生学会解决真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

暑期托管是新生事物，要在实践中结合
学校实际和师生需求，逐渐探索形成丰富多
彩的托管服务经验和模式，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家长们
更放心、孩子们更开心。 据新华社

暑期托管
要“健康+”不要“学期+”

手写录取通知书让传统文化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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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盲目跟风盲目跟风

近年来，文身社会流行度增加，并出现
低龄化现象，其在未成年人群体的影响力和
接纳度都有明显上升趋势。

成年人将文身作为表达个性的方式，无
可厚非。然而，对于身体发育和心智发展都
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来说，盲目跟风会埋下
重重隐患：皮肤是人体的天然屏障，会排斥
染料异物，引发过敏性反应；文身针作用于
皮肤，可能成为传播艾滋病、肝炎等疾病的
媒介；日后参军、报考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
求职位公务员时也将产生影响。当你想洗
掉文身，却没有“后悔药”，洗文身比文身本
身更痛苦更艰难，且很难清洗干净。

专家建议，应加大力度治理文身行业，
尽快出台相关行业标准；家庭、学校从教育
入手，及时给予心理辅导和教育引导，让孩
子们理解文身文化的本质以及可能造成的
不利影响，自觉抵制文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