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0日，
《人民日报》报
道，近年来，广
大党员干部自
觉改进作风，说
大白话，说实在

话，说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话。
可是偏偏还有一些场合，“正确的
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依
然存在。

（作者：毕传国）

力戒空话套话

最近，63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校
长孙其信在毕业典礼上连续14小
时为近3000名毕业生逐一拨穗。
不仅如此，他还配合学生完成花式
比心、碰杯“毕业酒”，甚至签名学位
服等个性化请求，全程保持微笑，引
来不少网友赞叹。

（6月20日《新京报》）
拨穗礼从右至左的细微动作，

承载着“学有所成、责任传递”的深
刻寓意。孙其信校长拒绝“批量拨
穗”的流水线操作，坚持与每位学生
面对面完成仪式，是对以人为本教
育理念的生动践行。“一对一”的仪
式感，将这种珍视个体的教育理念，
具象化为一个个温暖的瞬间，让每
个学生都真切感受到，大学不是知
识的加工厂，而是守护个性成长的
精神家园。就像老农对待每一株青
苗，教育者的价值正在于看见每个
生命独特的生长轨迹。

对比某些高校毕业典礼上的
“走过场”“念稿子”，比心、碰杯、签

名等个性化互动更显走心，是对年
轻一代情感需求的积极回应。当校
长放下“权威”身段，以平等姿态参
与学生的创意表达，教育的亲和力
便在代际对话中自然生长。不拘一
格的仪式创新，也让毕业典礼从程
序化的流程，升华为充满人文温度
的情感联结。

连续 14 小时的“马拉松式拨
穗”，对63岁的长者而言绝非易事。
但孙其信校长全程保持微笑，没有
丝毫敷衍，背后是对教育事业的
深沉热爱。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
下，这场特殊的拨穗仪式，无异
于一份掷地有声的宣言：大学不仅
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守护理
想、传递温度的精神家园。教育
不应只是知识的单向灌输，更应是
师生间精神的共鸣与传承。校长的
每一次弯腰、每一个微笑、每一次
互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教育的初
心——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灵魂唤
醒灵魂。

教育的本质是知识传递与价值
塑造的有机统一，是认知启发与生
命成长的双向奔赴。正如中国农业
大学的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

之英才”所昭示的，真正的教育，既
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实地，对每个
学生的成长倾注真心。孙其信校长
的做法，传递出一种对待工作的严
谨态度，一种尊重他人的人生哲学，
一种甘愿为理想付出的精神境界。
这些无形的养分，将伴随学生们走
向社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宝
贵财富。

从社会反响来看，网友的普遍
赞誉也反映了公众对温情教育的渴
望。在竞争激烈、压力倍增的时代，

“马拉松式拨穗”恰好回应了这种期
待，为高等教育如何平衡制度规范
与人文关怀提供了有益借鉴。它提
醒我们，教育改革不应只着眼于硬
件设施的升级或教学方法的创新，
更要关注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投入和
人性温度。

14小时很短，短到不足以概括
大学四年的酸甜苦辣；14小时也很
长，长到足以让每名毕业生铭记一
生。这场“马拉松式拨穗”，不仅是
一场毕业典礼，更是一堂生动的教
育课。愿更多教育工作者从中汲取
力量，让教育回归本质，真正成为照
亮学生人生道路的明灯。

读懂“超长拨穗”背后的真意
孔德淇

近日，中国政法大学举办本科
生毕业典礼，宿管大爷、食堂小哥、
保安队长、校医院护士等学校普通
职工纷纷登台，获台下学生一片欢
呼和掌声。毕业代表还上台为他们
送上鲜花，与他们合照。该校毕业
生杨同学称，她也非常感动，觉得学
校很有人文关怀。

6 月 20 日，吉林省延边大学
2025 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一位食堂阿姨上台演讲，她
真诚朴实的话语让不少台下毕业生
眼泛泪花，有网友评论称：“这个发
言，没有套话，全是感情”“第一次见
食堂阿姨上台讲话”。截至6月21
日傍晚 6 时许，延边大学官方抖音
号发布的两段演讲视频总点赞量已
超40万，各大央媒也纷纷转发这位
阿姨的演讲。

近年来，高校邀请校内普通劳
动者，如宿管、保安、厨师等作为嘉
宾参加毕业典礼，或以其他方式参
与已不再是新闻，但每次听到还是
很暖心。在受邀参与毕业典礼的过
程中，这些普通劳动者都觉得受到
了应有的尊重，不仅有机会与朝夕
相处的学生告别，说一点临行前的
心里话，甚至还能登台发表讲话，这
实乃暖心一幕，表明学校认同他们
的岗位、认同他们的劳动价值，这恰
恰是不同身份之间良性互动的美好
画面。

以前毕业典礼上，毕业生总是
在聆听学校领导或老师为他们量身
打造的毕业致辞，讲稿里充满了各
种期待，却也显得程式化。尽管近
些年毕业典礼有了很大进步，也更
接地气，但仍显得“按部就班”。而
邀请食堂工作人员等校内一线普通
劳动者参加，或为他们献花，或转达
他们的希望和祝愿，甚至邀请他们
上台寄语毕业生，此举犹如夏日里
的一股清风。

更重要的是，邀请他们参加毕
业典礼，体现了全员育人理念，也是
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事业的成
功离不开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其中
就包括食堂阿姨、宿管、保安、校医
等劳动者的倾心付出。职业不同，
但本无高低之分，让学生懂得尊重
任何形式的劳动，让劳动者感到自
身所值，使各方都深受启迪。

可见，邀请食堂阿姨等参与毕
业典礼，绝非为劳动者“私人定制”
一次“高规格”待遇那么简单，而是
体现了一种教育理念并将其付诸于
行动的暖心之举，这无疑是育人进
步，令人倍感欣慰，得到舆论一致好
评，实属情理之中。

食堂阿姨等参加

毕业典礼是育人进步
刘天放

“以前我觉得书是一件物品，现
在发现书里都藏着美丽的风景，奇
妙的世界，还有会说话的朋友。”云
南省寻甸县仁德四小学生在参与乡
村阅读公益项目后，将其感悟如是
写下。（6月19日，中新网）

当城市孩子在书海遨游时，乡
村儿童却面临“捧着金碗讨饭”的
尴尬——书架上的图书蒙尘，而短
视频的光影却抢占了他们的注意
力。云南省寻甸县仁德四小学生
参与阅读公益项目后的感悟，恰似
一道微光，刺破了“有书不读”这层
笼罩在乡村教育天空的阴霾。6月
19 日，在一场聚焦“如何破解乡村
儿童有书不读的困境”的主题沙龙
上，专家、学者和参与者共同探讨
破局之路。

在教育公益的版图中，乡村阅
读类项目堪称持续发光的灯塔。一
个可见的事实是，近十年间，乡村儿
童阅读公益完成了从“撒书成雨”到

“培育沃土”的蜕变。从最初单纯捐
赠图书的“输血”，到引入志愿者伴
读的“造血”，再到构建县域阅读生
态的“活血”，每一步探索都凝聚着
无数教育工作者的心血。然而，无
人伴读的孤独与短视频的诱惑，仍
像两道高墙，横亘在乡村儿童与书
籍之间。

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让阅读
成为“自选动作”而非“规定任务”。
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应把选择权交
还给孩子，让他们能自由触摸感兴
趣的书籍，用喜欢的方式阅读。这
需要多方构建“三位一体”的支持网

络：学校可设立“儿童选书委员会”，
根据学生投票采购图书，并将阅读
课打造成创意工坊；家长需放下手
机，化身“家庭阅读领读人”，在睡前
故事、共读时光中传递书香；社会力
量则应持续发力，公益组织可开发
数字化阅读平台，企业可认领乡村
学校图书角，形成全社会共同托举
的阅读生态。

乡村振兴的根基在于人才振
兴，而人才成长的根基在于阅读。
当我们为乡村儿童打开书籍的大
门，实则是在为整个乡村点亮未来
的火种。唯有学校、家庭、社会携手
同行，才能真正拆除横亘在乡村儿
童与阅读之间的高墙，让每个孩子
都能在文字的星辰大海中，找到属
于自己的航向。

乡村儿童“有书不读”困境需合力破解
关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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