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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衢州这座有礼之城，总有人在诠释着一种叫善良的高贵品
格。他们时刻温暖着我们，但有时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
是亲切地唤一声——好人。

好人总在为我们付出，我们能为他们
做些什么？

衢州晚报好人得好“报”公益赠阅活
动正在进行中，相信善良不会被辜负，愿
所有好人都有好“报”！

“62%的学生感到学习‘有一
些压力’，71%的学生感到学习压
力主要来自‘考试成绩’，70%的
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很在
意’，83%的学生希望自己考到好
成绩时，得到家长表扬……”上
周，去女儿的学校参加了一场小
学四五年级的家长会，老师现场
公布了一组调查数据，揭开了当
代小学生内心“隐秘的角落”——
自小学高段起，学习压力便如影
随形，追溯压力源头，父母的厚望
无疑是幕后的主要推手。

尽管岁月终将会让很多人认
同并屈服“人生最好的活法，就是
成为你自己”，但有多少中国家
长，会在孩子的起跑线上就选择
顺其自然呢？

我相信，没有家长会心甘情
愿让孩子“自由生长”，关心学习
成绩好坏，还是让一家人最操心
的重要议题；没有家长不希望自
己的孩子进入好学校、获得好文
凭，家长们总是惯性地认为，纵然
成功有千万条路，读书总是最常
走的一条路。

当然，一夜之间的幡然醒悟
也是有的。一次和朋友聊起育儿
话题，他坦言自己对子女教育没
有过高要求，不逼迫题海战术，凡
事只求开心快乐最重要。而之所
以痛下决心“不内卷”，则源于其
亲人一家的切身遭遇。这位亲人
的孩子还没进入青春期，却突然
用轻生来威胁，父母吓得不轻，不
得不改变教育策略，不再把学习
成绩挂在嘴边，这才恢复了其乐
融融、相安无事的家庭环境。

然而，一时的表面平静并不
能代表一劳永逸。还是在这场家
长会上，学校专门请来了精神专
科医院的心理医生来作讲座。心
理医生透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问题正呈现逐年上升态势，比如
医院的专科病房经常满床，比如
不少学生的心理问题自小学高段
便已初现端倪，至初中青春期时，
如火山般猛烈喷发……

那么，究竟如何从源头上化
解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路径或
许有很多，但推动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协同合作，正成为一种普
遍共识。有人说，所谓家庭教育
的核心，是进行价值观的引领，通
过家长的言传身教、处理问题的
方式、家庭成员的行为模式，来渗
透和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
响。一言以蔽之，就是家风。

好家风如春雨，滋养心田，解
开千千结。好家风如清泉，凉爽
怡人，化开焦灼心。不过，好家风
究竟是什么模样，似乎是一个只
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答案。直到近

日读到华文出版社的《名门家风》
一书，终于给出了清晰的画像。

《名门家风》一书由《嘉兴日
报》副刊“名人之后”栏目的系列
报道内容汇编迭代而成。嘉禾一
邑，大家辈出，如王国维、沈钧儒、
张宗祥、茅盾、徐志摩、金庸、丰子
恺、陆维钊等大儒学者、文学艺术
家之名如雷贯耳。他们的子嗣又
是如何传承名人家风，在各自的领
域求索卓越事业，使得“家学渊源”
激荡起新的时代浪潮？这正是《名
门家风》主创团队所寻求的方向。

通过前后长达 8 年的寻访，
在访谈了 33 门近现代嘉兴籍文
化名人家族后，《名门家风》主编
沈秀红和她的团队得到了深刻启
示。

比如，名门家风，虽有言传，
但更多时候是身教。名人们把心
怀天下、淡泊名利的境界，把辛勤
事业、严于律己的作风，通过点滴
的细微行动，浸润于后人的血脉，
影响着他们的操守。

茅盾之子韦韬回忆，父亲虽
然可以享受高级干部的生活待
遇，却总是一再推让。外出时一
般不带秘书，单位要配给厨师，他
也以“家里人口少”婉拒。耳濡目
染之下，韦韬亦是谦逊低调，每次
回到故乡桐乡参加活动，都婉拒
有关部门的接送，连购买土特产
榨菜，都坚持自费。

张元济孙女张珑自述幼时印
记：总是看见祖父在辛勤地、忙碌
地工作，或伏案写作，或看书，或
会见客人，或出门办事，从未见他
闲着。进而养成了深植于内心的
时间焦虑——怕时光流逝而自己
什么也没做。

比如，名人家风，更重视对子
女立德、立言、立志的立人教育。
陆维钊告诫儿子陆昭徽，要诚恳
待人，朋友落难，应尽力相助，不
要因其失意而鄙弃；朋友得意，不
妨离他远些，切不可因其得志而
趋攀。在孔另境的女儿孔明珠看
来，父亲对她最大的影响是“一生
做一个大写的人”。丰子恺女儿
丰一吟说：“父亲留给子女最好的
遗产，就是教会了我们为人处世
的根本态度”。丰一吟记得，丰子
恺一直牢记李叔同先生的一句话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即首重人
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

名人之所以能闻名，定有其
领先和独到之处。当家长们对家
庭教育之道充满困惑，感到无从
入手时，不妨读一读这本《名门家
风》。看看这些闪光之人，如何经
营家庭，如何塑造子女人格，镜鉴
借鉴其教育之策，培植起胜过千
万名校，无惧学业压力的一门好
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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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所有好人有好“报”

好家风究竟是什么模样？
李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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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60沪昆高速芳村溪大
桥下，常山县招贤镇山底村一
处原本被建筑垃圾和杂物占据
的荒地，如今已经焕然一新。
这片 7000多平方米的桥下空
间，经过精心设计和改造，成为
一个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多
功能运动场所，配置了标准羽
毛球场、标准篮球场、五人制足
球场，以及乒乓球活动区，为周
边村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运动
选择。

“未利用前，这里建筑垃圾
乱堆，无序停车等现象屡禁不
止，不仅影响路域环境，还埋下
了安全隐患。”衢州市交通运输
行政执法队高速公路执法一队
副队长姜伟介绍，高速公路桥
下空间因位置特殊、点位分散、
管理成本高等原因，普遍存在
环境差、秩序乱、违法占用、安

全隐患等“老大难”问题。
近年来，市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队针对这些问题，探索出
一条“管用并举”的新路径。按
照“一桥一策”的原则，全面梳
理现状并深入挖掘桥下空间提
升项目。通过联合属地部门、
高速经营单位等多方力量，推
进桥下空间的景观设计、功能
植入和桥体彩绘等工作，将高
速公路桥下空间打造成城市绿
地、体育运动、社会停车等功能
用地，让桥下空间成为服务市
民群众的运动空间、活力空间。

山底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徐先锋相告，在市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队的主动对接
和指导下，双方共同推进了桥
下空间的综合治理和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桥下空间的改
造不仅解决了管理难题，还满

足了村民对公共健身设施和
运动场馆的迫切需求。”徐先
锋说，目前，一期工程已经顺
利完成，接下来还将实施二期
工程，包括建设儿童游乐区、
休闲健身区等，以满足不同年
龄段群众的需求。

村民们对桥下空间的改造
表示了高度的认可和赞赏。正
在打乒乓球的村民郑志和说：

“原来这里连路都不好走，现在
却变成了一个多功能的娱乐健
身场所，真的让人高兴。”

据了解，衢州正积极推动
一批高速桥下空间整治利用样
本工程的建设，已在全市范围
内成功开发利用 31处桥下空
间，盘活面积 10多万平方米。
这些曾经的“灰色空间”如今焕
发出了勃勃生机，为市民群众
带来了更多的绿色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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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衢州的公路、铁路

交通网络日益完善，桥梁数量显著

增加。然而，由于这些桥下空间点

多、面广、量大，成为“城市边角

料”，经常出现倾倒垃圾、堆积杂物

等问题，还存在引发火灾等安全隐

患，成为管理的痛点、难点和社会关

注的焦点。

如今，在衢州全面推进“两路两

侧”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背景下，这

些桥下空间正经历一场华丽的转

身，成为各具特色的“金角银边”，为

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和承载能力带来

了新方向。

“桥下空间治理已成为当
前一项十分必要且紧迫的任
务。”姜伟相告，尤其是各类堆
积物，若其中含有易燃物，一旦
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以来，根据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指示批示精神，由
衢州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成立市

“两路两侧”环境整治提升推进
办公室，并将桥下空间整治工

作作为重点整治内容之一，对
全市公路、铁路涉及的 3600余
座桥梁桥下空间进行全面摸
排。经过细致排查，累计发现
乱堆乱放、乱搭乱建等问题
133处。

针对排查出的问题，市交
通运输局及相关部门按照“先
易后难、先整后销”的原则，实
行清单化管理，并制定了全市

攻坚作战图和问题点位销号闭
环图，确保整治过程可查可溯。

在整治过程中，交通运输
部门根据桥下空间的利用价
值，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
对于利用价值不高的桥下空
间，采取封闭措施并加强后期
监管；对于利用价值较高的桥
下空间，在确保桥梁结构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改造提升。

今年 2月底，经过全市交
通运输系统及属地部门的共同
努力，133处问题点位已全部
完成整治，实现了清零目标。
截至目前，先后打造了衢九铁
路开化叶溪村口袋公园、江山
毛家山桥下运动场、开化林山
乡儿童乐园等多个公益性场
地，将常山港特大桥、G3黄衢
南高速主线 3号桥、开化县园
区特大桥等高速桥下空间改造
成了绿道或运动健身场所。桥
下空间的环境和秩序得到了显
著改善，周边区域的整体形象
和宜居水平也得以提升。

在沪昆铁路柯城区花园街
道叶篷村段的夹心地块，此前
也存在农户随意种植蔬菜、倾
倒垃圾等问题。为此，市、区交
通运输部门多次对接铁路部
门，确定了平整土地、因地制宜
规范种植农作物的方案。经过
清表作业和乡村振兴公司的运
营，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已种
上了水果玉米，并收获了超过
2万公斤的玉米，产生了近 10
万元的收益。玉米采摘结束
后，这片土地将种植油菜等农
作物，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进一步探索桥下空间
的多元化、创新性利用方式，继
续深入推进桥下空间整治利用
工作，为市民提供更多绿色、充
满活力的公共空间，也为衢州
的城市发展增添新的魅力。

▲开化县衢九铁路桥
下空间整治后。

▶开化县衢九铁路桥
下空间整治前。

▶改 造 后
的 G60 沪昆高
速芳村溪大桥
的桥下空间。

▼ 改 造 前
的 G60 沪昆高
速芳村溪大桥
的桥下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