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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图：拧腰舞长鞭
小图：制作地书笔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摄

叶明：老有所乐 老有所为

引导青少年

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
自 2011 年起 ，无锡市

在全市未成年人中持续开

展“美德少年”评选和学习
宣传活动， 引导未成年人
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营造
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浓厚氛围， 广大青
少年在潜移默化、 浸润渗
透中提升了道德修养 、升
华了精神情操 。 至 2015
年， 共评选出 300 名无锡
市 “美德少年”、30 名无锡
市 “美德少年标兵 ”，其中
22 人入选江苏省美德少
年、2 人获江苏省 “美德少
年标兵”称号。

价值引领传承美德 。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
教化引导中推动未成年人

认知认同。 一是突出融入
核心价值观。把“三个倡导”
24 个字融入活动全过程 ，
让未成年人在学习核心价

值观的同时，感悟优秀道德
内涵，促进美德理念渗透进
未成年人心灵。 二是注重
传统文化浸润。 从传统经
典中汲取道德养分，改编无
锡地方“泰伯三让”“季子挂
剑”等文化典故，整理汇编
无锡特色优秀家训，在无锡
惠山古镇祠堂进行展示展

览，使未成年人接受传统美
德文化熏陶。 三是创新美
德故事宣讲方式。 用锡剧、
童谣、快板等形式创编省、
市美德少年事迹，利用德育
课、班会、课前 5 分钟等场
合，由学生自说自演，用身
边人、身边事来提升教育引
导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主题活动践行美德 。
从点滴积累、习惯养成中促
进身体力行，培养良好道德
习惯。 一是开展“寻找身边
美德”活动。 让未成年人去
寻找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
撰写心得微文，组织交流学
习， 在寻访中感悟善言善
行、善行义举。 广泛发动美
德少年评选，全市评选出万

名校级“美德少年”、千名市
（县）区级和百名市级“美德
少年 ” “十大美德少年标
兵”。评选活动与“文明风尚
好少年”“十佳小公民”评选
表彰相结合，注重用身边的
先进典型，教育和感染未成
年人。 二是开展文明礼仪
“微行动”。 实施道德实践
“微行动”，通过“小家务、知
感恩”“小礼仪、传美德”“小
雷锋、献爱心”系列活动，提
升广大青少年道德素养，激
发自豪感、提升自信心。 同
时在入学、成长、青春、成人
以及入队、入团、毕业等仪
式中，连贯系统地进行文明
礼仪养成教育，涵育未成年
人的文明素养。 三是开展
“走进行知大学堂”活动。组
织中小学生参观无锡第一

党支部、东林书院、钱钟书
故居等行知大学堂实践点，
在参观体验中实现情感升

华、境界提升。
舆论宣传弘扬美德。加

大宣传力度，营造追求真善
美的舆论导向。一是主流媒
体集中报道。 充分发挥报
纸、电视、电台等媒介的宣
传作用， 开设专题专栏，及
时刊发活动信息，做到电台
有声、电视有像、报纸有文。
同时，在无锡文明网、无锡
教育网、少儿悦读 e 站建设
专题网页，拍摄“微视频”，
展示“美德少年”风采。二是
社会媒介全面铺开。利用户
外电子屏、宣传栏等校内外
阵地广泛宣传，制作美德少
年宣传展板进行巡展，张贴
海报 5000 余张， 不断深化
“美德少年” 学习宣传，让
美德之风吹拂锡城。 三是
美德阵地常态展示。 在市
区核心地带建设美德少年

主题广场， 设置固定式灯
箱、展板，依托东林书院打
造 “明礼堂 ”，引导未成年
人尚善向善、重文守礼。

（尤文科）

早起从家到百花园锻炼，
返家后再赶往眼镜店，晚餐后
又到百花园散步休闲。 这就是
62 岁的叶明每天的基本生活，
三点一线，非常规律。 也许你
会说这样的生活简单寂寥，但
叶明却倍感欢乐。

老有所乐

清晨，若无风雨，叶明总会
约上三五老友，相聚于百花园，
或拧腰甩长鞭，或俯身滑旱冰，
亦或屏气写地书。舞长鞭者众，
写地书者多，唯独滑旱冰这一
项却少有人会。 因此，叶明也
常被同龄人称赞加羡慕。

得意于这种称赞和羡慕，
叶明滑旱冰时总会摆出一些高

难度动作，比如金鸡独立做滑
翔机状：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
向后翘起，两只臂膀则张开做
机翼。 那一刻，迅速滑动的叶
明宛如 18 岁的少年。 “身边六
十多岁还在滑旱冰的人几乎没

有，因为这项运动存在着危险，
但是我却把它当成一大爱好和

乐趣。 ”叶明说。

老有所为

在百花园写地书的爱好者

中，叶明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
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因为市
中心写地书的爱好者中， 百分
之九十用的地书笔都是我做

的。 ”叶明自豪地说。
2016 年，叶明在百花园看

见有人在写地书， 爱好书法的
他对此非常感兴趣。于是，也网
购了一支地书笔加入进来。 后
来， 叶明发现网购的地书笔的
海绵笔头非常容易烂。 再一问
其他地书爱好者， 均存在这种
情况。“能不能自己做一支笔？”
叶明心里嘀咕道。

说干就干，叶明动手了。他

用水管做笔杆， 用矿泉水瓶做
笔托， 用废弃的床垫海绵做笔
头。几经调整和测试，叶明做的
地书笔成功问世。 再后来，为了
节省成本，叶明将笔杆换成了废
旧拖布把、废旧扫帚把、废旧走
线管，而笔托的范围则从矿泉水
瓶扩大到塑料药瓶、 塑料油瓶、
营养快线瓶，甚至是娃哈哈瓶。

别看都是废旧物品， 但是
叶明制作的地书笔却得到了爱

好者们的高度认可。 “2016 年，
我光卖笔就挣了 6000 多元
钱。”叶明说，“当然，卖得多，送
得也不少，亲戚朋友、同学、战
友，只要有喜欢的，我都免费送
了很多。挣钱不是目的，而是想
更多的人加入到地书创作中

来，弘扬我们的书法文化。 ”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叶明

活成了同龄人心目中的达人。

本报记者 张方志

拜恩师情 忆同窗谊

信阳农林学院学生“古风”致谢母校获赞
本报讯 (记 者 周 涛 )

“拜恩师情，忆同窗谊；论文已
成 ，感激不尽 ；吾有三谢 ，斗
胆记之……” 连日来 ， 一条
“毕业生用近 600 字文言文
致谢母校 ” 的视频消息在微
博上广为流传。

记者了解到， 该文出自信
阳农林学院种子科学与工程专

业 16 级学生张睿男。 “论文是
展现学术理论思维的地方，但

致谢则是全文中唯一可以展现

自我感性的部分。”张睿男介绍
道，快要毕业了，他想用古文表
达出对母校的不舍， 于是在线
上答辩时， 他论文致谢部分使
用了文言文形式。

记者了解到 ，该文约 600
字 ，张睿男花费了近 6 天时间
撰写完成。 文中先是记录了他
从登封到信阳上大学 ， 再到
考研及毕业的过程 ， 其间有

对信阳人杰地灵的感叹，有对
学校图书馆、 篮球场等地点的
不舍， 还有对同学一起玩游戏
的怀念。 后半部分表达出张睿
男对老师、 同学以及他父母 ，
一直以来对他的教育 、 帮助
和支持。

5 月 16 日，张睿男进行的
线上答辩结束后，“古风” 致谢
模式获得学校师生的点赞，也
很快在网上传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