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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济宁市文化“两创”观摩团，《文化周
末》记者来到了位于济宁市任城区琵琶山北路
22号的济宁市实验初中。

这所学校作为济宁市城区30个教育重点
建设项目之一，于2007年9月按照省级规范化
学校标准开始筹建，2010年8月21日正式揭
牌。现已发展为拥有任和、任贤、任翔校区的一
校四区集团化办学模式。

济宁市实验初中依托丰厚的运河文化，高
扬素质教育之帆，坚持“为学生的成长、教师的
发展、家长的成功提供适合的教育”的办学理
念，“培植书香四溢的优雅校园，培养德艺双馨
的儒雅教师，培育德才兼备的文雅学生，培智明
理善教的博雅家长”的“四雅”学校办学目标，努
力培养“会生存、会做人、会求知、会审美、会健
身、会创新”的现代学生。

学校以“办学生喜爱的学校”为宗旨，定时
举办校园活动，成立了柔翰文学社、校报《腾飞》
小记者社团、天空合唱团、炫彩美术社、萌芽生
物兴趣小组，田径、篮球、排球、羽毛球、健美操、
中国象棋等社团，重点推动素质教育，丰富学生
校园文化生活。让家长参与学校日常管理工
作，体现民主、公开的办学思路。

从校园文化建设入手，文化育人渗透校园
环境，让每一个角落与一草一木都能发挥育人
功能。团队活动室、红色文化教育长廊等场地，
加强精神引领，强化使命担当；“文明班级”评选
活动，坚持榜样引领，弘扬文明力量；开展文化
进校园活动，增强师生审美意识。中国书法家
协会、山东歌舞剧院等文艺团体，纷纷走进学校
校园，为师生带来丰盛的文化大餐。

围绕立德树人、五育并举的根本任务，将优
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管理、教师发展、班
级文化、课程教学、校园礼仪、教育资源开发六
大系统，营造文明道德、彬彬有礼的校园氛围。

在学校南门集结后，记者跟随观摩方队，开
始了这次活动。从大门径直向前走，是以“风
情、人文、古意”为设计理念的学雅广场，俊雅的
古树阵，磅礴的泰山石、精雕的文化柱、蕴藉的
文化书卷，彰显着孔孟之乡风情。

大屏幕正在播放学校“两创”主题宣传片：
学校定期开展了十届读书节活动、先后开展了

“走进国学”文艺汇演、“千人吟诵论语”比赛、国
学故事“小剧场”、国学达人比赛、国学知识竞
赛、古诗词背诵大赛、汉字听写大赛、国学故事
会、国粹才艺表演、经典咏流传等几十项特色传
统文化教育活动。校园内的展板，记录了各种
活动的经典瞬间。

这时，炫彩美术等多个社团，正在进行集体
活动。讲解员说，炫彩美术社团是一个培养学
生对美术的兴趣、爱好、技能和丰富课余文化生
活的社团。通过组织师生观看视频、走近民间
艺人，了解脸谱绘画、纸盘画传统民间艺术形
式，同时征集优秀作品，在校园开展民间艺术作
品展览。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反映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生活为主旋律，坚持艺术
育人的宗旨，坚持先进文化导向，坚持普及与提

高相结合，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合，提高学生艺
术素养，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空山新雨后，清泉石上流。”一群翩翩少
年，如雨后新芽般“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
《壮志少年行》节目，表现了中国少年“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

来到体育场，记者看到学生们正在跳竹
竿。记者了解到，为推进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
开展，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学生体质，学校把竹
竿舞引入学校体育活动，让学生们享受自由活
动的乐趣，在活动中增强体质，在运动中体验快
乐，把时间、健康、能力还给学生。

行健馆是学校的室内体育馆，馆名出自“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以“行健”二字，鼓励
学生强身健体，寄望师生葆有刚健有为的精神
状态。在行健馆中，学生正在练习五步拳。记
者了解到，五步拳组合套路是实验初中传统的
练习项目。自建校以来，学校的武术套路展示
和武术棍旗，两次参加任城区中小学生田径比
赛开幕式展演，震撼全场。

五步拳套路组合，曾经也是实验初中阳光
大课间的运动项目，深受师生们的喜爱。“五步
拳是中国优秀武术拳种之一，属于入门拳套，也
是武术基本拳术组合套路，是中国青少年学习
武术的初级必学套路。它包含了武术中最基本
的弓、马、仆、虚、歇五种步型，拳、掌、勾三种手
型及上步，退步步法和搂手、冲拳、按掌、穿掌、
挑掌、架打、盖打等手法。”正在教学生练习的教
练员告诉记者，通过五步拳的练习，可以增进身
体的协调能力，展现学生的精气神。

在楼名、路名的设计方面，学校围绕儒家文
化经典寓“教”于“名”，形成独特的文化艺术风
格。如教学楼名以“学”字开头，分别为学正楼、
学海楼、学名楼。东西路名以“博”字开头，自南
向北分别是博闻、博学、博思、博兴、博时路；南
北路名以“修”字开头，自东向西分别为修德、修
身、修业、修明、修远路，旨在教化全校师生博学
修身、厚德载物。

“社团通过小组学习活动，以吟唱古诗词、
表演国学经典、演讲、国学知识竞赛等创新和创
造的形式，来传承和发扬祖国优秀文化，使同学
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温、良、恭、俭、让的传
统美德，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学习生活。”在
学海楼前院，致远国学社学生正在表演课本剧
《愚公移山》；而旁边的历史社团的同学们，也正

在声情并茂地展演舞台剧《五四运动》。
课本剧和舞台剧以喜闻乐见的形式，让学生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悟国学文化和精神思想，
并践行到学习和生活中。“修德博学，致强志远”是
实验初中的校风，也是学校致远国学社的活动宗
旨。致远国学社旨在通过国学经典的诵读，感受
祖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体味语言文字的妙不可言。

学校先后建成了以“学雅广场、腾飞大厅、
励志大道、崇雅广场、行健馆”为核心的儒家文
化中轴带；以“长雅廊、乐雅园、思雅水榭、文雅
亭”为主线的运河文化园。一带一园东西呼应，
首尾连接，将学校分为运动区、教学区、生活区，
将学校文化融为一体。

在思雅水榭景观旁，学校民乐坊正在演奏
《古诗新唱》。讲解员说，民乐坊旨在提升学生
的演唱、音准、节奏、乐理等知识的培养。在平
时的训练中，学生们学会了合作演唱，并在音乐
技能和知识素养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来到乐雅园景观，悬河口才社团正在表演
朗诵。这个社团的发展方向是培养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为学生提供
展现自我、互相切磋、互相学习的舞台。社团主
要开设播音主持（朗诵）、演讲、辩论赛三项课
程，依据指导老师特长分配社团工作，专人专
职，朗诵演讲内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培养学生的浩然之气。

“本学期我校将以‘士’的内涵为‘两创’突
破口，借鉴《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相关形式，以弘
扬‘士’的精神为切入点，以学校校本课程建设
为纵线，以学校社团活动为横线，从六个方面挖
掘‘士’的内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勤于学，忠于国，培养我们学生成为志向在
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
有血有肉、有思想的学生。”

记者了解到，为将文化“两创”融入学校精
神文明建设，学校坚持以课堂、课程、课题和活
动“三课一动”为载体，以课堂为主要阵地，以课
题研究为统领，以开发校本课程为抓手，开展传
统文化教育工作活动，加强诵读化、故事化、情
境化、生活化“四化”的教学研究，让传统文化绽
放出新时代的光芒。

济宁市实验初中在文化“两创”方面，创设
了许多有特色的情境。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长廊、展厅、文化墙等传
统文化景观建设，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校
风、校训、校徽、校歌、教风、学风、班歌、班徽中，
利用校园广播、国旗下讲话、班队会等加强优秀
传统文化宣传，营造浓厚文化氛围。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蕴含在总
校和分校区建设的方方面面。每个校区都有孔
子像、六艺墙、崇雅楼等建筑地标。十多年来，

“四雅教育”逐渐成为校园一大特色，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贯穿学校的办学理念、愿景
目标、校风校训之中。

在班级黑板一侧，都设有开放式书架和卫
生角，后墙面为“学习园地”，由各班主任负责个
性化、人文性设计，班级文化建设有切合实际的
实施方案，主题凸显，个性鲜明。

文化长廊利用地理优势，发挥特色作用。
墙面以师生活动为主，设有“我的家园我做主”

“我读书我快乐”“我是明星我能行”和“师生书
画作品展”“手工制作”“报刊宣传”以及“课改前
沿”“班队活动”等板块。

在文化传承普及方面，利用各种契机，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持每周的国旗下讲话制
度，做好节庆活动；利用班队会，对学生进行日常

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和校情教育；开好晨会和班
会，精心组织主题班队会；创建校园之声广播站，
及时播放校园新闻和优秀稿件；优化校园音响系
统，上下课铃声设为动听的音乐；课前进行温馨
提示，课余时间播放轻松欢快的音乐或歌曲。

创办校刊校报编辑部，展现师生精神风貌，
搭建师生写作平台。开辟第二课堂，定期举办

“六节一游”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陶冶师生
道德情操。

实施特色大课间活动，集安全演练、文明礼
仪、体质锻炼于一体，构建平安校园、和谐校园。
开展读书活动，努力营造书香校园氛围。班班成
立图书角，学校设有阅览室，走廊陈列开放式书
架，试行“书中寻‘蜜’，‘甜’在心里”的借阅管理办
法，让每个学生都能“好读书、读好书、书读好”。

参照“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形式，做好
每年度的敬业标兵、教坛明星、班务模范、道德
模范、优秀少先队员、书香家庭、文明班级等评
选工作，设计奖励颁奖词，多方激励教师进取，
打造“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校园团队精神。

开展系列“优秀传统文化进家庭”活动，以
家庭美德教育普及为重点，传统文化教育与劳
动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劳动中体验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培育文化自信和劳动意识。

学校创新、研发、实践出了校本课程体系，
让传统文化有序融入教育教学工作。“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与“研学旅行”相结合，立足济宁，打
造科学合理的研学旅行课程体系，用最新的理
论成果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迈上新的台阶。

各校区、各年级相继开展“我的周末我做
主”系列活动，其中“我的周末我感恩”“家务劳
动大比拼”等，学生可以利用周末时间，动手整
理自己的书桌、刷碗碟、给妈妈系围巾、给爸爸
揉揉肩、给爸妈做顿饭，开展家务比拼、劳动竞
赛……在全校营造出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
强体、以劳育美和以劳创新的劳动教育氛围，让
劳动成为校园内外最美的姿态。

济宁市实验初中开展的“传统文化进校园”
主题活动，努力实现办学思路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理念的融合，使精神文明建设喜闻乐见、和
风细雨，浸润着学生的心灵。

为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家长成功而教育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又一次打开济宁一位朋友的微信照片，是
她所拍的济宁学院附中红星校区的内外景。其
中一幅照片上，原师专文科楼旧址重新翻建的
红楼，让我记起了红楼的东面，应该有一片空
地。四十多年前，那里曾是学校的一处花园。
在这片不大的花园里，有一种神奇的“七点半
花”。

七点半花，是一种禾本花草，我至今也不知
道它的学名，只记得当年的4月初，园丁师傅开
始栽培的时候，偶然听懂行的老师介绍说，那是
学校花园引进的一个新品种，花季在6月底、7
月初，晚上7：30左右开花，所以花的俗名就叫

“七点半”。
经过园丁师傅辛苦施肥、浇水，繁花盛开的

月季树下，七点半花由芽而苗，由苗而株，枝叶
油绿，茁壮成长。在我们好奇而又欣喜的等待
中，在炎热的盛夏里，一簇簇花枝，仿佛心照不
宣，短短几天里冒出无数花蕾，昭示着花期的已
然到来。

6月的傍晚，夜幕总是姗姗来迟。晚上七
点多，校园里华灯初放，无风的天气憋闷且炎
热，这仍然挡不住成群结队的同学，不约而同来
到花园，踩着蜿蜒小径，观赏七点半花开的奇
观。

灯光晖映下，一串串清晰可辨的五彩花蕾，
雅静神闲，好像演员们在做着演出前的准备。

突然间，一只花蕾开始了轻微的摇晃；紧接着，
摇晃幅度大了起来；几秒钟时间，更多的花蕾都
在颤动；恍若刹那，花蕾的顶端突然微微散开，
整朵花蕾像一把彩色的自动伞，“噗”地一声绽
开！一看手表，时间果真接近七点半。这些只
有电影、电视慢镜头里才有的花开景象，伴随着
连连的“噗”“噗”声，引来同学们情不自禁的惊
叹和赞美。

七点半花开的最佳时间，是晚上7：30，过了
这个节点，花开的频次逐渐稀落，到晚上8：00回
归平静。我想，当年的我们，如果每人都有一部
智能手机，一定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会从不同
的角度拍摄花开的盛况，然后借助微信朋友圈与
博客、微博，传遍天南海北，让更多的好友分享，
那注定是一场不同寻常的视觉盛宴。

七点半花，这晚间绽放的美丽生命，把白天
吸收的太阳光和热，馈赠给月亮，馈赠给夜晚，

无须标榜，无须炫耀，不负观者，无愧韶华。
学校花园的北面是一溜平房，从西往东，是

图书门市部、诊所、兵乓球活动室和学校印刷
厂。赏花休憩之余，可以到图书门市部浏览购
买新到的书籍杂志。

一位态度和蔼、颇有知识涵养的老师，在那
里担任营业员，偶尔“客串”图书讲解员，三言两
语，就会把书刊的内容精当地概括出来。有时
候，碰巧可以买到半价折扣的过期书刊，两三毛
钱一本，大部头的也只一两块钱，吸引着囊中羞
涩的学生。而我，就是其中一个经常购买者，有
几本保存至今，还时常翻阅。

七点半花再一次盛开的时节，我们这届学
生也到了毕业季。7月上旬的一天，为了赶上
第一班发往滕县老家的长途汽车，我早晨4：00
就打包好行装，拥别了尚未离校的同宿舍几位
老同学，只身前往济宁长途汽车站。

行走在暑气未消、寂静无声的校园里，在路
灯的映照下，花园里的七点半花还在沉睡。我
不忍心惊动她们，只随手摘了路边绿化带的几
片冬青叶，留作母校的纪念。四十多年过去了，
冬青的绿叶早已干枯，却依旧夹在我学生时期
的笔记本里，依旧保有当年墨绿的颜色。

年年花相似，岁岁人不同。七点半花开了
又谢，谢了又开，母校的一届届学生经过老师的
辛勤教育培养，展开了知识的翅膀，离开了古
城，飞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四十多年过去了，睡梦中的我，依然时常梦
到七点半花的绽放，时常梦到同学青春活力的
身影，梦到文科红楼生机灵动的大课堂。

四十多年过去了，母校的斜阳草树、寻常巷
陌、青砖红瓦，还有七点半花，已幻化为坐落在
东方圣城的济宁学院雄伟壮观的新校区，蝶变
为美轮美奂的学院附中红星校区。

此时此季，济宁学院和附中校园里，想必枝
繁叶盛，姹紫嫣红，这两所传承着济宁师专文化
基因的学校，也一定会越办越好。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人生之路也已走完
了大半，而遥远的七点半花，还时常萦绕在我的
脑海。只要我还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簇青
春靓丽的花，依然会盛开在我的心里。

七点半花，绽放着我对母校执着而永恒的
记忆……

济宁师专往事：花开七点半
段修桂

每个城市都应该有
属于自己的味道，它不
仅蔓延到城市的各个角
落，更加沉浸在每个人
的回忆里。在我的记忆
中，济宁有股淡淡的槐
花香。

小时候的老街旁，
总是少不了槐树的影
子，树荫下的微风，总
是裹挟着槐花香。抬
头看那玲珑一样的花
蕾和花朵，垂挂在翠绿
的枝叶间，点点滴滴，
闪闪烁烁，掩映出一幅
幅动人的故道风情。

儿时最愿意骑着
三个轱辘的小车，围着
老院子的槐树下转圈，
那 是 童 年 不 变 的 轮
转。每年进入到五月
的初夏时分，也是槐花
采摘的季节，父亲和奶
奶总愿意拿出长竿，去
采一树雪白芬芳的槐
花。我有时也加入其
中，兜起小褂帮着运送
飘落的花瓣。不一会
儿，奶奶巧手之下的
灶，就飘来槐花饭的气
息，那是最香甜的味
道。

长大后上学的小
路上，都会路过这座城
市最老的一棵大槐树。岁月在它粗壮的身躯，刻
满了深深浅浅的履痕。虽然历经百年沧桑，透过
阳光的斑驳，却依然看得见缀满树枝的槐花，蓬
勃着傲然的活力，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

那是老骥伏枥后的青春味道，也是对生命最
好的诠释。每当节日来临，也会有络绎不绝的人
围着大槐树，将写满企盼的绸带挂满树梢。老槐
树，是这座城市里人们心中的惦记。

再后来，因为学业不得不离开这座老城。在
陌生的城市里，再也闻不到了老街的槐花香，无
尽的想念难以释怀。归乡的念头总在心绪中萦
绕，曾经的槐花香早已渗透到骨子里，那就是家
的味道。

回来后，虽然回到了老地方，但高楼林立中
少了槐树的身影。城市的喧嚣，繁杂的工作，已
不见了往日的淡淡幽香。灯光交错的夜幕下，一
次又一次的奔波，似乎已经丢失了那个槐树下的
自己。

直到有一天，独自趴在窗台，徐徐的槐花香
再次飘进我的回忆里，所有的美好再次被勾起，
一颗躁动不安的心瞬间被安抚。

平淡的生活里，再次荡漾起久违的槐花香。
转瞬才明白，槐花香未曾远离，只是缺少了往日
的心境和心思。有时候，需要的只是停下脚步，
平稳心绪，重拾那个最好的自己。

老街的样子，只能在回忆里寻找，但不变的
槐花香永远沉淀在思绪里。这是一种心境，一种
成长，一种安然，一种割舍不下的深情。

爱这座城，恋这个家，因为这花香早已在心
灵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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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长夏，热浪如潮，汗出如浴。驱车几十
里，三转九折，只为观荷。

一条不太宽的路，两边清一色的柳，枝条在
微风里摇曳，消减了一路的暑气。蓦然回首，飘
来飘去飘飞的历史，装点谁的笑容？

先生说：“前面到了。”说话间，令人眼前一
亮，荷塘出现了。

远远望去，“碧叶喜翻风，红英宜照日”。宽
大油圆的莲叶，与盛开的莲花，都让人爱怜不
已。李义山诗云：“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
作尘。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道是“荷花宫样美人妆，荷叶临风绿作裳”，
路旁垂柳依依，池中荷叶田田。池中的荷亭亭玉
立，妩媚婀娜，或洁白如温润玉，或粉红似美人
颊。一首《红白莲》道出眼前的风光：“红白莲花
开共塘，两般颜色一般香。恰似汉殿三千女，半
是浓妆半淡妆”。

沿着塘边小径缓步前行，此时的荷塘幽深静
谧，偶有蚂蚱或蛐蛐被惊动了，蹦跳着跃入草
丛。转弯处，几只青蛙栖在水边的一片荷叶下，
瞪着鼓鼓的大眼睛。一番对视，它们突然咕咚咕
咚地跳进水中去了，溅起点点水花，落在荷叶上，
立时变身圆圆的玉珠，激荡在碧盘，熠熠生辉。

我们的造访惊扰了憩在莲上的蜻蜓，它们在
空中低低盘旋了几周，又落回来。“蜻蜓立在荷花
上，受用香风不肯飞”，它们也如我贪恋这荷香，
不愿离去。

悠悠荷香浮动在荷塘上空，仿佛绵绵的丝竹
之音。蜻蜓流连，蝶舞蜂飞；不远的树枝上，蝉儿
鸣叫不歇；它们都在为这场花事赴约而来，

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
莲因娇美可人的花容，中通外直的姿态，清

雅悠远的香气，素来被文人墨客赞叹，更因“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被称为花中君子。

这炎炎烈日下盛开的花，却让我生出另一番
感触。百花慑于夏天的酷热，收起了芳华，躲进
绿茵里结果育子，唯有这莲花，迎着似火骄阳热
烈地开着。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莲花对长夏有着不
改初衷的深情而痴痴相伴，

即使长夏因时而离去，荷莲也把自己枯萎成
一抹残香，积聚着更深沉的热情，期待更绚丽的
来年，迎接长夏的再一次归来……

长夏深情，我心中涌起一阵感动，禁不住捧
起身边的一朵红莲花。

三转九折去观荷
王化莹

周末下午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