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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摇 言

序摇 摇 言

在编辑小组的辛勤努力和各方面的共同支持下，《树谷·树木·树人———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成立十周年员工作品选》即将付梓。这本集子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成立十年来，广大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一

步一个脚印，所付出的智慧和汗水，所收获的果实和喜悦。

集子的名字“树谷·树木·树人”出自《荀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这段话可谓意味深长。对上海

教育报刊总社而言，“树谷”，象征着我们每个人的本职工作，虽为稻粮而谋，

但贵有一种职业意识、职业责任；“树木”，象征着我们总社的事业发展，只有

总社成长为一棵大树，才能有我们每位员工的职业空间、职业发展；“树人”，

则象征着我们的共同追求———“植根教育、服务教育”、“育人为先、读者为

本”，这是我们的一种职业精神、职业价值，更是我们的文化自觉、生命自觉。

从“树谷”，到“树木”，再到“树人”，虽然实现起来一件比一件更难，但是《荀

子·权修》又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

也。”———可见产出与投入还是成正比的。

这本集子选取了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十年来“好稿奖”、“树人奖”一等奖作

品及部分员工在外刊发表的论文、言论等。在总社成立十周年之际，把这些作

品汇编在一起，不仅是一种很好的回顾总结，更能传承经验、启迪未来。在这

些作品的文字背后，我们不难发现三条清晰的线索：一是十年来我们对于内容

建设的坚持。十年来，总社一直把舆论导向和采编质量作为安身立命之本，涌

现出一批好作品、好栏目。圆园园愿 年 员园 月至 圆园园怨 年 猿 月，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对

全市 远园源 种期刊、怨苑 种报纸开展全面编校质量检查，我社三种报纸均获“优

秀”，另有三种杂志名列“优秀”、四种杂志名列“良好”———窥一斑而知全豹，

这是我社长期以来持续重视报刊内容建设的结果；二是十年来我们在经营和

管理方面的不懈探索。十年来，我社不断完善“总社—分社”的体制模式和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一体两翼”（发行、广告、教育

服务）经营格局，通过实践探索在经营和管理方面形成了一批好经验、好论文；

三是十年来我们员工队伍、专家队伍和干部队伍在成长。其中，“好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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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奖”的目标导向和评选机制，正是促成人才成长的原因所在。我们有理

由期待，未来十年，总社将涌现更多著名的记者、编辑、作家，更多优秀的经营

人才、管理人才，更多富有活力和潜力的青年才俊。

这本集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上述有关奖项的设计、评选和推动过程

中，我社先后两任总编辑陈伟新同志、金志明同志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

使之不断改进和完善。在本书的整理出版过程中，我社副社长徐勇同志、编委

会办公室主任李北宏同志、资深编辑林万衡同志、编委会办公室宁秋雯同志等

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谨为序。

曹荣瑞摇 仲立新

圆园员员 年元旦于上海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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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乎人乎。

这段话出自于《易经》，应该是“消息”一词的来源。当今，“消

息”是一种新闻体裁，写好“消息”是每个新闻记者必备的本领。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成立十年来，各报刊员工在探索消息写

作方面不断努力，他们努力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用确凿的事实

去教育影响读者是追求的方向。

本集子中《两万崇明“的哥”家教遇难题》等消息曾产生过

一定的社会影响，它们既体现了一定的新闻时效性，又有一定的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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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响起“道德童谣”

江林新

（一）

扫地，洗碗，倒垃圾

是我能力之所及

爸爸妈妈请休息

一定会让你满意

（二）

储蓄罐儿摇 张小嘴儿

我往里摇 扔钢!儿

扔一个摇 “答”一声儿

扔两个摇 “答”两声儿

好像轻轻把我夸：

从小节约是好事儿

⋯⋯

这是记者在上海市曹光彪小学听到的同学间传唱的童谣，这些童谣的作者都

是该校的学生。更有意思的是，该校五（圆）班全班同学在上课前还会一起吟唱这

些和道德有关的童谣。

对身边同学创作的这些童谣，大多数学生的感受是：挺喜欢；有意思，很风趣，

有让人放松的“功效”；还有教育的功能。五（圆）班的王潇屹是上面第二首童谣的

作者。谈起这首广受大家欢迎的童谣时，他说，其实这是他所创作的五个“顺口

溜”里的一个。为什么会想起来自己创作童谣呢？王潇屹将之归功于学校。他

说，最早，学校让全校学生根据“十个行为好习惯”创作童谣，当他看到“节约每一

分钱”时，一下子想到自己的储蓄罐及自己每天投进去一枚硬币时的感受。写完

后妈妈看了很满意，同学们也都觉得形象、生动、有趣，结果一下子就传唱开了。

葛梦沁同学平时做事情没有耐心，于是她选择了“按规则办事”这一主题来“创

作”。爸爸妈妈看到她的作品后很高兴，还特意把它贴在葛梦沁的小书桌前，说是

让她每天自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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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员）班的周珺同学说，以前同学们也传唱过一首童谣：“在我心中，只有老

师最凶，每天把我留到七八点钟⋯⋯”但相比较，同学们比较喜欢自己创作的这些

童谣。以前传唱的那些只是一种发泄，而现在传唱自己创作的“道德童谣”，则是

一种放松，也能时时提醒自己注意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据学校张蓓老师的介

绍，让学生创作儿歌童谣是学校“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高学生整体道德行为习

惯”活动的一部分。全校学生共创作了 缘园园 多首童谣，因为是从学生中来，所以很

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好稿奖）圆园园圆 年 员 月 耀 远 月，刊于《少年日报》圆园园圆 年 源 月 圆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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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这是一张不同寻常的照片，照片的主人是上海市青浦区前明村小女孩陈

刘佳慧。照片是佳慧 ９ 岁那年，江泽民总书记到前明村考察时，被热心的记者

抢拍下的。在照片上江泽民爷爷和黄菊伯伯正用手指着佳慧，一个劲地夸呢！

一张珍贵的照片

张摇 星摇 丁晓燕

江爷爷来到农民新村

提起当年的情景，佳慧依然是一脸幸福。员怨怨愿 年 员园 月 远 日，听说江爷爷要来

前明村视察，又听说村里让自己当小接待员，当时这个在徐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

的小娃娃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天她一大早就起床了，在村里静静等候。早上

愿 点多，江爷爷在黄菊伯伯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前明村。看到江爷爷，佳慧赶紧迎

上去，说：“江爷爷好！”江爷爷见了，笑着问佳慧：“小朋友，你多大了？”“我 怨 岁

了！”江爷爷听了笑着说：“呵！你是属马的。学习怎么样？”当听说她学习不错

时，江爷爷更高兴了，还亲切地摸摸她的头说：“真好，真好！”一旁的黄菊伯伯也

指着她连声夸奖。佳慧说她当时既高兴又有点难为情⋯⋯这一场面被摄影记者

拍了下来，后来又把照片送给了她。佳慧把照片当成了宝贝，并让妈妈拿去塑封

后，装进镜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

作文《幸福》讲幸福

对于江爷爷的到来，前明村人感到是一种幸福，小佳慧更是非常激动。后来，

她写了一篇作文《幸福》，记录了她的感受。文中，佳慧激动地写道：“江爷爷虽然

没说，但是从他的微笑中，我能感受到江爷爷为村民们过上了好日子而感到高

兴。”村里的杜书记介绍说，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江总书记到全国农村考察，从

鞍山、江苏一路来到了上海，并视察了青浦的农民新村。当时的前明村家家盖上

了造型别致、宽敞明亮的小别墅。前明村曾是一个受血吸虫病侵袭的穷村，现在

已经成为一个靠近 猿员愿 国道，靠党的富民政策发展富裕起来的“万里国道第一镇”

的“第一村”。

搬进第三代农民新村

的确，对于前明村的变化，陈刘佳慧一家从自己的生活变化中体会得更深。

缘



树谷·树木·树人

那年 缘 月，他们刚刚搬进第三代农民新村，住房面积达 员圆园 平方米，里面设施一应

俱全。佳慧不仅有了自己的卧室，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佳慧的母亲告诉记

者，近九年里，他们搬了两次家。最早住的是八九十平方米的水泥房；后来他们花

了 员园 万元，造了一幢 员园园 平方米的小别墅；去年她家又花了 源园 万元，建起了一幢

新别墅。

（好稿奖）圆园园圆 年 苑 月 耀 员圆 月，刊于《少年日报》圆园园圆 年 员员 月 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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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崇明“的哥”家教遇难题

赵晓军

“开完一天的出租车，我最想做的是给家人报个平安，但怕打扰了儿子的休

息。孩子不在身边，作为家长，我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学习。”大众出租车公司第十

分公司的崇明籍司机沈俞辉的这番话，道出了很多崇明“的哥”的心声。

据上海市出租车管理部门统计，本市共有出租车司机八万多名，其中 员 辕 源 来

自崇明。两万余名崇明“的哥”代表着两万多个崇明家庭，他们的家庭教育状况

是怎样的呢？

今年 猿源 岁的沈俞辉介绍，绝大多数崇明“的哥”的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左右，他

们的孩子都在上学。出门在外的他们，只能将孩子托付给自己的父母。隔代教育

便成了他们家庭教育的一大特点。沈俞辉 员园 岁的儿子沈天宇是崇明县港东小学

四年级的学生。天宇的妈妈忙于工作，孩子的生活起居便由天宇的爷爷奶奶照

料。当记者问起二老如何对天宇进行教育时，他们的回答也十分朴素：“叮嘱他做

好作业。”

做好作业是否就意味着完成了家庭教育呢？祖辈们对家庭教育认识的空缺

又该由谁来填补呢？虽然天宇的妈妈表示，在平时自己会尽可能多地告诉孩子一

些做人处世的道理，但她同时也承认，作为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存在真空时

段，而且认为孩子长期和祖辈生活在一起，难免会受到溺爱。

据了解，崇明“的哥”考虑最多的是子女转学问题。沈俞辉说：“我们十分公

司有一半以上是崇明司机，平时大家聊得最多的都是孩子问题，基本上都想过让

孩子转学，让孩子早些融入都市，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沈俞辉也有过类似念头，

之所以没转，主要是觉得应该等天宇小学毕业再说，以保证其学习的连贯性。不

过他还告诉记者：“我不想让他们看见我早出晚归那么辛苦，特别是孩子，他比较

懂事，怕加重他的思想负担。”

但选择转学的家庭也不在少数。据崇明教育局局长郁洪飞介绍，已有 圆园园 多

名崇明“的哥”子女先后转入宝山、虹口等区的学校就读。为了崇明“的哥”子女

的教育问题，崇明县教育局主动向各区教育局寻求帮助。在一封倡议书中，崇明

教育局这样写道：“崇明‘的哥’用辛勤的汗水为城市的交通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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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以克服疲劳，忍受委屈，忘却寂寞，却抛不开对子女的牵挂。希望大家都能

关心崇明‘的哥’子女的就学问题，让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快乐成长。”

（好稿奖）圆园园源 年 苑 月 耀 员圆 月，刊于《家庭教育时报》圆园园源 年 员圆 月 圆苑 日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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