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7日中午，通师三附的
公开课教室里时不时传来孩
子的惊叹声。由南通报业传
媒集团、南通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联合开展的

“南通传统非遗手工艺进校
园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11月28日本报4版）

“南通传统非遗手工艺
进校园系列活动”的启动，
无疑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
了解和接触家乡传统文化
的重要平台。让孩子们在
校园里、课堂中感受家乡传
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并
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彩、
传承不息，这是我国教育的
重要使命，也是对非遗文化
传承的有力推动。

传承传统文化从娃娃

抓起，这是我国文化传承的
重要策略。孩子们的心灵
就像一片沃土，如果能在他
们心中播下非遗文化的种
子，那么这些种子必将生根
发芽，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
的一盏明灯。南通作为一
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这
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带进学
校，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亲
手体验，不仅可以激发他们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还可以
使他们深刻理解传统文化
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孩子
们在体验非遗文化中，更加
深了对家乡的热爱，增强了
对传统文化的自信。

但我们也要看到，传统
文化只有与现代生活相融
合，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

扬。因此，在开展非遗文化
进校园活动的同时，我们还
要注重传统文化的创新和
转化。通过与现代教育理
念和方法的结合，使传统文
化教育更加生动、有趣，让
孩子们在快乐的学习中，既
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也能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
要把非遗文化播进孩子们
的心田，让传统文化在他们
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不仅
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扬，更是对中华民族文化底
蕴的传承和发扬。只有这
样，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在
新时代焕发新的光彩，我们
的民族才能在世界的舞台
上更加光彩夺目。

把非遗文化播进孩子们的心田
□张忠德

濠南
夜话

汲取榜样的力量
来擦亮“好人品牌”

□政青

近年来，幸福街道推动
文明家庭建设，辖区内涌现
了一批中国好人、江苏省道
德模范、南通好人、崇川好
人、幸福好人等榜样，街道
党工委精心打造“幸福好
人”品牌，不断引导居民自
觉践行家庭责任，营造向上
向善的文明氛围。

（11月28日本报7版）

人之初，性本善。一个
人的善行有时候只是举手
之劳，但犹如“星星之火”，
看似微小，却可以让更多的
人加入从善如流的队伍当
中，从而使社会上凝聚起更
大更强的正能量。这就是
好人的力量，榜样的作用。
多年来，“好人现象”成为南
通的独特风景：各类平民英

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
先进典型层出不穷，形成了
群星灿烂的典型群体，营造
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
厚社会氛围。

时代需要好人精神，社
会呼唤好人文化。全社会
都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好人
的关心关爱，精神上嘉奖、
政策上优待、政治上关怀，
不断完善“礼遇好人”的褒
奖机制，让好人有好报。广
泛宣传好人的先进事迹，弘
扬好人的高尚品格，引导更
多人学习和传承中华民族
传统美德，弘扬社会主义新
风尚，热爱生活，懂得感恩，
与人为善，明礼诚信，争做
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
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
造者，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

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与此
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树
立起争做好人的人生价值
坐标，学榜样、学好人，把善
良、奉献、热心、关爱等传统
优秀品质传承下去，从小处
着眼，从自己做起，尽力而
为，将乐善好施、助人为乐
变成日常习惯。

德不厌小，点滴滋润；
善不拒微，聚沙成塔。当好
人成为这座城市最美的流
动风景线，当善意成为一种
本能，凡人善举的种子必将
深深扎根于南通这片沃土，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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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给闲置物品找个新主人
□刘予涵

近日，南通开发区小海
街道星富社区蔡志宏来到
居委会，带来家里闲置的轮
椅和护理床，希望通过社区
把这些辅具捐赠出去，让有
急需、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
残疾人能及时得到帮助。

（11月28日本报7版）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以及产品更替、消费
升级等因素，很多家庭或多
或少都有一些闲置物品，小
到玩具、书刊，大到电脑、家
电等。对于这些闲置物品，
当作废品处理，实在是舍不
得；而放在家中却又没什么

用，占地方不说，还造成资
源浪费。

人们常说，旧物易主贵
如宝。生活中各种各样的
闲置物品，自己觉得没有太
大的用处，但是对于其他人
来说，却可能是所需要的好
东西。如果捐赠出去，或者
拿出来“以物换物”，则可以变

“闲”为宝，重新发挥使用价
值，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家庭支
出，也可以提升市民群众低碳
意识，弘扬人人公益精神。

给闲置物品找个新主
人，虽然益处多多，但对于
居民个人来说，往往不易做
到。不少闲置物品值不了

多少钱，居民一般不会到网
上“二手平台”交易。而如
果想要捐赠或者互换，却苦
于找不到有需要的人。此
时，就需要有热心的人或组
织 主 动 站 出 来 牵 头 做 事
情。因此，社区、社工人员
和小区物业不妨多组织一
些公益活动，通过邻里交
换、定向捐赠、跳蚤市场等
方式，为闲置物品找到新的
归宿，实现物尽其用。如
此，不仅是社区工作的创新
之举，对于建设节约型社
会、增进邻里感情、营造友
善和谐的社区氛围也大有
裨益。

打工人做副业引热议

近期，关于“打工人做副业
是对还是错”的话题引发社会
热议。智联招聘发布的一份调
查数据显示，53.9%的职场人
士，正在从事兼职。而这一比
例在“00后”受访者当中，更是
达到了54.4%。你怎么看？

消除噪声污染

新近出台的《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
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职
责分工的通知》，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11
条未明确具体监管部门的条款
予以明确，为我市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夯实法治基础。

（11月28日本报3版）

切实还“静”于民
□梁诗韵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坐标，
而安静就体现了一种文明。在
我们身边，一些人、一些企业只
图自己方便或只考虑自身利
益，毫不顾及他人感受，肆意制
造噪声污染，反映了其公德意
识的缺失。

为杜绝这些不文明行为，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首先，
应该加强公共道德的教育，不
断提升全民的公德素质，在公
共场所自觉遵守公共意识。知
行合一，从我做起，从小事做
起，把公共意识内化于心、实化
于行。其次，更要在完善法律
法规，尤其是在加大处罚力度
上下功夫。事实证明，治理噪
声污染，仅靠宣传和引导是不
够的。治理噪声，执行是关
键。针对商业行为产生的噪
声，该罚则罚，还要及时罚，通
过严格执法形成震慑。没有商
业行为的，该沟通的要沟通、该
劝阻的要劝阻，绝不能牺牲绝
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

降噪从自身做起
□孙维国

治理噪声污染不仅仅需要
政府的努力，还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参与和努力，公众应该从
自身做起，积极支持和参与噪
声治理工作。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
积极学习并付诸实践一些“静
音”技巧，将人为制造的噪声
降至最低。比如，晚上在家走
动，发出的响声有可能打扰到
楼下的住户。对此，我们可以
换穿柔软的拖鞋来缓解。此
外，在使用水龙头时，可以把
龙头调小。又如，为了避免孩
子夜里玩耍时带来的吵闹，家
长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
子的良好生活习惯，晚上10点
以后就应该让孩子停止剧烈
的运动；如果孩子练习乐器，也
需要留意时间和音量，可以自
己设立一个“静音时间表”，限
定练习的时间，避免演奏噪声
影响他人。

总之，当降噪从自身做起
时，既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质，
也利于在邻里间建立更加稳
固、融洽的关系。

@孙建国 打工人利用业
余时间做自己的副业，是充分
发挥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做法，
是有能力的体现。只要合规合
法，不危害单位利益，通过自己
的劳动致富，就应该得到尊重，
无可厚非。

@井陉美 在社会多元化
发展的语境中，用人单位应主
动放下排斥，让打工人利用业
余时间正当兼职。

@微水 打工人利用业余
时间做副业，一定不能占用主业
的时间。否则，就会两败俱伤。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可曾留意“省市交通罚款
排行榜”下面的留言？大货车
司机对一个地区的批评或赞
许，也是城市魅力指数的一部
分。高速公路、城市街路限速
设置的整改工作，不仅是交通
业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工作，也
是一项长期的民心工程，关乎
城市形象。短时有“负面”舆情
不可怕，怕的是躲着问题走，不
想揭盖子。志不求易，事不避
难。从群众关心的交通细节入
手，哪怕一时不能解决难题，只
要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
力去推动问题解决，好口碑也
会在群众中传开。

——经济日报：《交通整改
需从细节入手》

一个尴尬的现实是，除了
部分快递滞留件被当作盲盒售
卖外，电商平台上更多的所谓
快递滞留件盲盒其实是商家人
为制造噱头的假盲盒，里面基
本都是牙签、小奶瓶等不值钱
的物件。无疑，商家是想借助
盲盒的信息差，虚标价格误导
消费者，这违背了公平、诚实信
用等原则，也涉嫌构成虚假宣
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
平交易权等。

——工人日报：《别被快递
滞留件盲盒的“大便宜”忽悠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