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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明媚的周末， 在钱塘江堤
看看风景，放放风筝，感受一下春
天的气息，不仅是我校学生散步聊
天的好去处，也是不少下沙居民周
末出游的最佳选择。 走在沿江大道
上，放眼看去大片延绵的草坪和绿
化带装点着春日的钱塘江，生机勃
勃。 然后走近后你却会发现，夹杂
在草丛和绿化带中有不少类似烟
蒂、塑料袋，甚至破碎的酒瓶、吃剩
的食物等各类垃圾！ 为了响应全省
轰轰烈烈开展的“五水共治”活动，
唤醒大家爱护母亲河的环保意识，
3 月 15 日，由我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发起并联合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师
范大学开展了“叶绿钱塘”环保推
广活动，在江堤边捡拾垃圾，推广
环保理念。

三所高校的 39 名志愿者， 在从
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到浙江
工商大学之间约 1.5 公里的江堤边开
展了清洁江堤绿化带的活动。“我们
主要是负责捡拾人们丢弃在绿化带、
草坪上的垃圾，因为市政环卫工人一
般负责清理的是江堤的马路，而节假
日来江边度假的人们往往是把垃圾
随手丢弃在草坪、树丛这些环卫工人
难以清理到地方”活动的参与者小金
如是说。 弯腰、拾起、再弯腰、再拾起
……一路上志愿者们不停地重复着
这个单调的动作，烟蒂、卫生纸、口香
糖、烧烤签、啤酒瓶各式各样的生活
垃圾被陆续清理到垃圾袋里， 在短
短 2 个小时、约 1.5 公里距离中，志愿
者们就捡拾清理了 20 余袋垃圾。“这
些大学生真是好样的，帮了我们不少
忙！ ”忙着除草作业的市政绿化工人
们对志愿者们的这一举动赞不绝口。
而志愿者们的行为也感染、带动了路
人，在家长的陪伴下，不少小朋友纷
纷加入的大哥哥大姐姐的行列，把附
近的垃圾捡拾起来交给志愿者们。

在捡拾垃圾、 清理江堤的同时，
志愿者们还免费为路人赠送花盆， 制作盆栽以及发动
路人手绘环保袋，以此宣扬环保理念。

“小朋友，先垫一层土，淋点水再放种子，最后再把
土盖上。 ”路边架起的“小摊”上，志愿者正在教小朋友
们如何制作盆栽，放眼望去，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花
盆排了长长一条。 而成年人则对手绘环保袋更感兴趣，
他们或创作， 或临摹， 空白的环保袋立刻变得五彩斑
斓。 一名路过的日籍外教武藤真理也加入了手绘活动，
并用自己的作品和同学们进行了交换。 对于这场活动，
他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赞“Pretty� good！ ”。 据统计，活动
结束时，50 个花盆被一抢而空，而 100 个环保袋，绝大
部分也找到了新主人。

“我们三所学校均位于钱塘江边，保护钱塘江是我
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也是我们为五水共治做出的一
点努力。 ”活动负责人、我校青协阳光爱心部副部长周
发表示，这样的活动还会继续办下去，“我们相信，通过
不断地宣传和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 钱塘江周边的环
境一定会得到很大改善。 ”

本报记者 张晓燕 学生记者 金 灿 叶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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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财大、杭师大、工商大的学子们，
在钱塘江堤捡垃圾、保环境、送盆栽及环
保袋，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

立德树人育桃李
黄学规

1993年 4月，我从浙江省委高校工委调到浙江财经学院工作，
同年，党委决定让我兼任德育教师。 当年浙江省新编的高校通用教
材《人生修养导论》9月份才能到校，我决定“笨鸟先飞”，在 7、8月
就开始备课。时值暑假，正是杭州一年中最热的时期。那一年，我家
中还没有安装空调，我就在阳台上利用一张小方凳开始写讲稿。 我
根据省教委教材大纲，从自己平时积累的资料中选择有用的东西，
马不停蹄地写出教案的初稿。 然后， 又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
悟，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 就这样，两个月下来，写了近 10万字。
有了这 10万字的前期准备，我的心中就有底了。 九月初，虽然我与
学生同时拿到新课本，但我“胸有成竹”地走上了讲台。

教学效果到底怎样？ 这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我所担心的。 一个
学期结束的时候，学生们谈了自己听课的体会。 93会计徐岳灿说：
“从小学到高中，这门课给我的印象就是枯燥乏味，感到它纯粹是
从概念到概念的说教。 听了黄老师的课，我原来的偏见几乎完全没
有了。 通过学习，我对许多事物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观，对价值取向、
理想信念有更积极的看法，我还有一点体会，就是黄老师讲的内容
和方法都很切合实际。 ”93会计邵威说：“黄老师讲的德育课，并不
照本宣科，黄老师凭借他丰富的人生经验，把课上得生动活泼，学
生聚精会神，一改以往沉闷的气氛。 听了黄老师的德育课，是一种
美的享受，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93会计朱晓宇说：“黄老师的
讲课非常有水平，我常常置身于课堂中听得入神。 课后常感叹，德
育老师上课水平确属一流。 ”93会计叶连嘉似乎对这门课作了总
结：“人生修养课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同学们发自内心的掌
声是对黄老师精彩讲课的最佳认可。 博，是我听课时的最先感受。
老师旁征博引，纵横东西，以丰富的知识打动了同学们的心，也敲
开了同学们求知欲望之门。精，这是第二个感觉。多余的不提，无聊
的话不讲，浅易的东西一笔带过。 这样的过滤之后的内容，是精华，
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第三个感觉，便是“趣”了。 黄老师在严肃的人
生话题中，巧妙地加入了“趣”的引导，使同学们更能够接受，更易触
类旁通。 总之，这是一门收获颇丰的课，它是我青春人生的启蒙。 ”

第一个学期上德育课，对其效果我原来是忐忑不安的，结果
得到同学们普遍的认可，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后来，出现一个新
的问题：教材频繁更换。 陈金海主编的《人生修养导论》从 93 年
用到 97年。 98年开始，根据省教委要求，改用庞学铨主编的《思
想道德修养教程》。 从 2002 年开始，又改用廖曰文主编的《思想
道德修养》。 以上都是省内高校通用教材。 从 2006年开始，根据

教育部要求，采用罗国杰主编的全国高校通用教材《思想品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 我在本校从事德育教学与研究近二十年，
先后用过四种教材。虽然都是德育教材，但每一种教材的体例
都有所不同。 为了考虑教学效果，我不能图省事，不能拼拼凑
凑一种教案用到底。 因此，我先后写了四种不同的教案。 我这
样做，工作量是大了，付出了许许多多时间，但从针对性和实
效性角度考虑，却是值得的。正如闻一多《红烛》一诗所云：“红
烛啊，流吧，/ 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 / 培出慰藉的花
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的心魂是默默地奉献出自己。教师
的一生，是红烛的一生。 烛即人生，人生即烛。

我在教学中发现，青年学生承受的心理压力太重，常常出现心
理冲突，有的甚至不堪心理重负而发生意外事件。 因此，培养青年
学生抗挫折能力，显得特别重要。 我从 1993年开始就结合教学工
作研究挫折教育。 经过五年努力，于 1998年完成专著《挫折与人
生》的书稿。 这时，医生发现我心脏的血管出现问题，劝我注意休
息。之后，我并没有停止研究，因为我还有一项使命没有完成。我认
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人格、生命的启迪和教育。 一个人完整的人
格结构，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于是，我又经过五年奋斗，相继完
成了《人格与人生》和《审美与人生》两部书稿。 这时，体检报告显
示，我的身体又增加了几种疾病。 虽然如此，但我觉得完成三部连
续性专著的夙愿实现了，算是聊以自慰的。 2008年，全国著名教育
家、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燕杰说：“学归教授的青年教育三部曲，
《挫折与人生》、《人格与人生》、《审美与人生》 是他心血的结晶，其
中有爱、有美、有诗、有艺，在青年中，在教育工作者中，已经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堪称新时期教育艺术的范例。 学归教授首创的心育、
德育、美育‘三育一体化’教育，不仅对有效进行青年品德教育，而
且对有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都是一个突出的贡献。 ”

我在自己一生的各个时期，陆陆续续写了 200多首诗词。 诗
词是一种艺术作品，它是美育的载体。 在教学活动中，我会选择
用部分诗词作品与学生进行交流和互动。 07级学生翁帆说：“黄
老师的诗词不仅仅是字句美妙令人感动， 更重要的是在字句背
后，那生动活现的景色、形象，以及其中的蕴味，更是让人为之震
撼，深受启发。 ”11级学生柴崇惠说：“请看黄老师的《黄山松》：

‘落脚悬崖峭壁中，横出石缝体如弓。 根无沃土先天苦，绝处求生
气若虹。 ’整首诗虽无明写人生哲理，却已将人对于生命的敬重
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气宇轩昂，写出了黄山松于艰难苦境中绝

处求生的顽强生命力，更寓人也要似黄山松一样坚韧不拔。 ”
我校从 2004年开始实行助教导师制， 要求刚刚从学校毕业走

上教学岗位的青年教师跟从有经验的老教师随班听课。 这种以老带
新培养青年教师的做法取得显著的成效。《光明日报》以醒目的版面
报道了我校的经验。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与下列青年教师实行了教学
的互助和合作，他们是：李晓娟、章群巧、陈小芳、陆建良、陆颋浩、胡
卓文、陈思佳、刘远琳、施周婷、吴翼泽、曹中成、叶城均、黄晓燕、金
国锋、林健林。 通过助教导师制这种互助形式，他们的水平有了很
大的提高，后来在教学中普遍得到好评。 青年教师李晓娟说：“黄老
师的人格魅力，在无声中感化着、影响着自己的学生，这是最具说
服力的教育。 黄老师告诉我们，爱学生、爱教育，是一名教师永不枯
竭的工作动力。 我要努力向黄老师学习，让他为我的进步而欣慰。 ”

2010 年 9 月 8 日，教师节前夕，校党委书记韩翼祥、副书记
朱永康、工会常务副主席何淑贞到我家里，祝我节日快乐、身体
健康。 韩翼祥书记说：“我于 2008 年来到财院，但我很早就知道
黄学规教授了。 在德育领域，全国有了李燕杰老师，浙江有黄学
规老师。你们在德育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黄老师以高度的责
任心、博大的爱心和扎实有效的教学方法从事德育教育与教学，
是非常感人的。 我相信黄教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一定
会感染广大教师和学生的。 希望黄教授一方面继续培养学生和
青年教师，一方面要保重身体注意健康，过一种快乐的生活。 ”

2012年 1月，当我上完最后一节课，即将告别教坛的时候，收到
了人文学院 11级学生的临别赠言。 同学们写道：“您像明灯， 照亮前
途；您像圣曲，感化心灵；您像细雨，滋润心田；您像纽带，连接起大家
的思维，共同引向一个充满哲理与智慧的殿堂！ ”“您带给我们的一切
一切都将成为我们这一生最珍贵的宝物。无论您今后在不在教师这一
岗位，您都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好老师，大家公认的优秀学者！ ”“一日
为师，终身为父。 您的谆谆教诲，我们都谨记于心，并将应用于未来的
学习、工作中！ 师恩难忘！ 您不仅是我们的老师，更是我们的朋友。 ”

我在本校工作和生活期间， 曾获得浙江省高校教学名师奖、
浙江省高校育人奖、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奖、全国铸魂金杯奖、全
国关心下一代铸魂育才成就奖等荣誉。 我衷心感谢浙江财经大
学以及所有关爱和帮助过我的领导、同事和学生。 是你们给予我
无穷的精神力量，让我的生命永远燃烧。 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
做一名教师。 与学生在一起，是我最快乐的生活。

作者系我校前纪委书记，全国师德先进个人。

校庆专栏浙财

浙财大励志“学霸叔”火了
远在老家湖北的媒体要采访他

“学霸叔”成为校园励志明星
昨日下午 6 点多，记者来到浙江财经大学的寝室

楼下，程启坤刚刚吃好晚饭正准备去学校图书馆。 从
食堂到图书馆要走过两条路，一路走过去，不少学生
朝他打招呼，他也微笑地点点头。

“这两天有很多学生和我打招呼，多数都不认识，
晚上在图书馆看书还时不时有学生过来和我交流文
学。 ”程启坤笑着说，自己有些不习惯，但同学们非常
热情，想想多交流，能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蛮
好的。

“史上最牛学霸叔就在我们身边， 隐藏得太深
了。 ”路过的学生李玲说着就拿出了手机要和程启坤
合影留念，一时间，财大的“励志学霸叔”火了。

有网友称程启坤只是“书迷”，每天看书肯定记不住
书里的内容，程启坤笑着说，这跟“记忆”没关系，看书只
是他的爱好，只是希望在看书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喜欢的
内容。

他还说，从来没有给自己规定每天一定要看一本
或者看完一定要记住书本的内容。“每天看书已经成
为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把书当朋友，那样自然乐趣
会多些。 ”

住在程启坤保洁范围内的学生称：“大叔有些内
向，不是很爱讲话，每天都带着一小本书，中午时，会
一个人坐在地上看，看着挺感动的。 ”

“晨读的时候经常看到程大伯，听到我们晨读，
他也会拿了一个本子过来问我们英语‘垃圾桶、宿
舍’怎么说……”来自金融专业的大三学生陈玉云
说，今天看到微博才惊呆了，原来天天进图书馆看
书的学霸叔就是程大伯，真是超酷炫。

习惯依旧，用阅读使精神富有高贵
每天走在校园里， 或许一天下来没和任何人对

话，但只要天天路过，天天见面，总有人会记得你。
来自浙江财经大学图书馆管理老师张培克和程

启坤从来没有对话过， 但对于程启坤他非常熟悉，他
说，两年前他在管理文学库，每次值班都能看到程启
坤，就像同班同学一样，每天安静的坐在同一个位置。

“每天晚上 7 点，程启坤会很准时的出现在图书馆
二楼的文学库里， 然后拿两本书坐在不起眼的角落里
开始看，一看就是两个多小时。 ”张培克说，他对程启坤
的影像特别深，因为总是穿着后勤服，一看就知道是学
校的工作人员， 而且每个晚上都是最后一个走出图书
馆的读者。

张培克说， 学校图书馆除了学生可以进入看书借
阅，有浙财大的工作人员只要凭借工作证也能申请出入
看书，程启坤就是自己联系图书馆保安，经过审核进入
图书馆借阅。

刚到浙财大的时候，程启坤是送水工，给每个寝室
送水。 后来，转到寝室楼做宿管。

“程大伯一直以来的表现很好，又有文采，被学生誉
为最文艺范的宿管。 ”浙江财经大学物业服务部部长鲍
幼川说，但由于年纪大了，耳朵不好，后勤部就商量着把
他转到保洁队里，这样一来工作量没那么大，同时，也让
他有时间看书。

记者从学校了解到，这两天，多家媒体相继来到学
校采访程启坤。 昨日，程启坤还接到来自家乡湖北媒体的电
话，面对这些采访要求，他说：“看书是我的一个习惯，这没啥
稀奇。 其实，我是个地道的农民，以前种田、养猪，后来来到杭
州打工，送水、宿管、保洁，现在很好，有份工作，有书看，很知
足。 ”

8 年，不管借阅多少本，只要有书看他就知足。看书
就是他的梦想，用文学语言来说就是：希望遇到一个更
好的自己。 钱江晚报记者 林晓莹

本文源自 3 月 21 日 Q0005 版《钱江晚报》

仅仅两天时间，钱江晚报 3月 19 日报道的《53岁保洁员成校园“学霸叔”》经过钱江晚报的
官方微博转发后，被网络上包括人民日报、人民网、潇湘晨报、扬子晚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等
163家官方微博再转发，不到 48 个小时，微博的转发量已经达到 4000多次，评论超过万条。

“学霸叔”如何速成的？ 同学们的回答最具说服力：“一名保洁员每天都能争取时间看书实
属不易，更何况他每天坚持。”“有求知的动力都是可贵的，都应该鼓励。”“不管多少本，活到老、
学到老，就是一种境界”……

链接媒体

读书，只因快乐
张晓燕

作为我校 2013“十大感动财大人和事”的典型之一，图书馆的学霸叔程启坤大伯
彻底火了。 程大伯 8年坚持翻阅 2800册图书的事迹一经报道，不仅被全国各大小媒
体纷纷采访、报道，就连人民日报微博、央视新闻微博等国家级媒体也相继转载、报
道。现在的程启坤大伯成了浙财大校园名人，不仅走在校园里有不少同学纷纷和他打
招呼，在图书馆看书时，时不时也会有学生过来和他交流，甚至与他合影留念。

然而伴随着学霸叔的出名，质疑声也开始不绝于耳。“8年翻阅 2800册图书，平均 1
年 350本，是一天看一本书吗？”“按照大伯一天看一本的速度，只有漫画书能翻完的吧？”

“读了这么多书，却还是个扫地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在这个浮躁的一切以实用和功利
为落脚点的社会，阅读成为了一件奢侈品。 面对种种冷嘲热讽，不禁让人胆颤心寒，不禁
让人心生疑问：你爱读书吗？ 你为什么要读书？

一个人，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读书，是在为自己的人生奠定基础；在三、四十岁的时
候读书，是在为自己的前途开拓道路；而在五、六十岁依然能坚持读书时，则是为了自己
的身心愉悦。 正如程大伯所说的，看书对他来说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心
境，更是他的精神支柱。可惜这个简单的道理却被多少所谓的读书人所忽视，读书的功利
性、目的性伴随着内心对地位、金钱的渴望而日益昭彰。 读书可以是为了应付考试，可以
是为了获得各种证件，亦可以是为了职称评审、课题发表，唯独不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探
索，对内心世界的自省，对个人灵魂的洗涤。

网上曾有数据统计， 2012年中国大陆 18到 70岁国民图书阅读量仅为 4.39本，
远低于欧美国家，甚至低于开发中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
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64本。 而在中国，扣除教科
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不到一本。如今两年过去了，随着电子产品的进一步发展，或许
国人现今的阅读量连这都难达到了。 记得曾经读过一篇文章———《令人忧虑，不阅读
的中国人》，作者是一名旅居上海的印度工程师孟莎美，他在文章里一针见血的指出
如今的中国人丢失了阅读的传统，沉迷于 ipad和手机游戏之中。 令人汗颜的同时，也
不得不承认，他所说的确是事实。曾在香港的地铁上亲眼看到绝大部分港人会或捧着
报纸或捧着书本在阅读，而内地的同胞则是拿着手机忙着更新朋友圈、打游戏；曾亲
身体会到人在图书馆，捧着书本翻不了几页，手就下意识的摸出手机看看屏幕……

不可否认，电子阅读也是阅读的一种方式，微博、网络文章也是人们认知世界的
途径之一。 但面对网络上碎片般蜂拥而至的各种信息，人们更偏向于对信息的获取，
却疏离于消化与吸收。埋头于其中，你如何能享受到阅读时心智沉潜于宁静之中的那
一份淡泊？你如何能体会到作者创作中喜怒哀乐跃于笔下的那一份情愫？你又如何能
将之转化为一种生命的体验而充盈自己的内心？

程启坤大伯，这个只有相当于初中文化水平的保洁工，在全校、全国引发如此大
的反响和轰动后，面对众多的赞美，他多次谦逊地表示感谢学校对他的照顾、感谢社
会对他的关注；而对于那些质疑甚至嘲讽，他却泰然处之，“如果要问‘老程你还看不
看书？’还不如问‘老程，你还要不要娱乐’”这是程启坤大伯的原话，质朴感人。读书对
他而言，就是娱乐，他从中享受到的是无以替代的快乐。 若非对书爱之深，受之深，又
怎能有如此的胸怀和境界？

如今，程大伯每天依然在忙碌的工作之后，沉醉于图书馆一隅。 在阅读的快感离
我们越来越远的今天，不妨让我们向程启坤大伯看齐，带着一颗真诚的心去阅读，发
自内心的爱上阅读。

透视

近日， 我校足球队在 2013-2014 年中国大学生 5 人制足球联赛浙江赛区的比赛
中获得了第七名。 校五人制足球队时隔多年再次征战联赛，赛出了自己的水平，在完
成赛前目标的同时为今后球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王 坤 文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