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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一扶就是十年

走在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的校园里，我们
经常看到一个女孩搀着另一个女孩，两人步伐
缓慢，艰难行走，但两张年轻的面庞上却总洋
溢着明媚的笑容。

张明月患先天性听力障碍，从小她的世界
就是安静的。张月患有小儿麻痹症，行走困
难，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两个女孩特殊的命
运，在2005年的夏天碰撞在一起。这一年，她
们来到淄博市特殊教育中心就读，成为同学。

由于无法正常行走,张月很难融入学校生
活。性格开朗的张明月注意到了她，“我第一
次见到张月的时候，看到她的腿不方便，我就
过去扶她。”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扶就
是十年。

刚上学时，有个别新同学对张月走路的样
子感到奇怪，甚至学她走路的样子，这让张月
十分难堪和痛苦。张明月看出了她的心思，每
当遇到这些顽皮的同学，都会上前把他们
“轰”走。她用手语对张月说：“你不要伤
心，不要生气，他们就是贪玩，不用管他们。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每天早上，张明月会提前20分钟起床，为
张月端水、倒水，帮她洗漱、整理内务。就餐
时，她总是先把俩人的餐具洗好，再把饭菜买
好一起吃。上厕所时，张明月会先把张月扶到
蹲位前，并伸出腿让她扶着蹲下、起来。临睡
前，张明月总是等张月洗漱完毕后，自己才休

息。
“去厕所吗？还是想活动活动？”下课铃

响后，张明月总是快步来到张月桌前，通过手
语交流，询问张月。上体育课时，别的同学跑
步或打球，张明月就搀着张月一圈圈地散步，
或是陪她拍球、做仰卧起坐……

张月在学校的每一步行走，都在张明月的
搀扶下完成。在大家眼里，张明月就是张月的
“全职保姆”。

“姐妹情”感动师生

“我叫张明月，她叫张月，我们的名字是
不是很像一对姐妹啊？”在张明月看来，她们
不仅仅是同学，更像是姐妹，是最亲密无间的
小伙伴。２０１３年的一天，张月上楼时身子没稳
住，张明月为保护她导致右肘部扭伤并发生骨
裂，打了石膏绷带，不得不离校回家休养。伤
口疼痛难忍，可张明月还是时时惦记着张月。
一周后，她不顾肘伤未愈，毅然回到学校继续
照顾自己牵挂的小伙伴。

２０１４年，学校进行消防演练。为了让同学
们更好地运用逃生知识，学校并没有提前通
知。演练开始后，教学楼里冒出了滚滚浓烟，
不明真相的同学们都吓了一跳，急匆匆地按照
老师传授的逃生知识跑到楼外。在“危急”时

刻，张明月没有独自离开，而是扶着张月，很
慢却很坚定地一起逃到了安全地带。

“她们是最后出来的，感动了全校所有师
生。”一位老师回忆当时的场景，眼眶也红了
起来。

“随着她们年龄越来越大，张月行动越来
越不便了，她的大部分体重都压在张明月的身
上。有时候我问她你疼吗？她笑笑说不疼。”
学校团委巩立君老师说。

生活老师侯本贤告诉记者，上了中专以
后，每天同学们都要在不同的专业室和各个教
室间奔波，三餐去餐厅，中午回宿舍，张明月
每天都要扶着张月走十几个、二十多个来回。

由于常年用力搀扶，现在张明月的右胳膊
明显比左胳膊粗了一圈，成了标准的“女汉
子”。张明月说，有的时候胳膊实在是累得
痛，就贴一贴膏药。但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放
弃张月。

“明月精神”传千里

张明月2013年被淄博市委宣传部、团市委
等多部门联合表彰为“我们身边的好青年”、
淄博市第四届助人为乐“道德模范”，荣获了
2013“感动淄博”年度人物。2014年2月，她成
功入选了“中国好人榜”，荣获了“全国百名

美德少年”的光荣称号。
张明月的班主任陶宗林说：“这么多年，

无论白天黑夜,张明月一直照顾着张月，为此
她牺牲了自己很多个性的东西。我觉得能够做
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为了张月，她
几乎没有自己的娱乐。做家长的也不过如此，
这个小姑娘太了不起了。”老师们这样评价张
明月。

提起张明月，师生们都是赞不绝口，就连
学校食堂里的一位卖饭师傅也说 :“这女娃不
简单，整天帮着她的同学打饭、洗碗，毫无怨
言，简直就是活雷锋。”

在旁人看来，张明月做的都是些普普通通
的事，但坚持了１０年之后，这种坚持便不再普
通了。现如今，张明月班里的１３个人，都被她
的事迹所感染，自发加入到帮助张月的队伍
中。巩俞辛、赵锦蓉、高丛丛三位同学更是坚
持与张明月一起照顾张月。淄博市特殊教育中
心校长路荣喜说，这就是“明月精神”的力
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大家的的帮助下张
月已经开始锻炼着自己行走了。以后还有更多
的同学加入到帮助张月的队伍中。

两个小姑娘手牵着手，她们表示，不管将
来的道路如何，她们都会互相扶持、互相鼓
励，开心面对生活。

长达十年相互扶持 “明月精神”传递爱心

“我是你的小拐杖”
阅读提示

张明月，女，19岁，高青县

青城镇人。由于先天性听力障

碍，9岁进入淄博市特殊教育中

心学习。入学后，她遇到了腿脚

不方便的张月，便开始搀扶张

月，与她一同学习、生活，从9

岁到19岁，张明月搀扶着张月走

过了十年。她先后荣获淄博市

“我们身边的好青年”，2014年

“ ‘ 山 东 好 人 ’ 十 大 年 度 人

物”，中国“百名美德少年”等

荣 誉 称 号 ， 入 选 “ 中 国 好 人

榜”。

近日，张明月入选“德耀中

华”——— 道德模范在身边，“好

同学”张明月的事迹越传越远。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姜健褚 攀 峰

为巩固政权而创建官学

近日，临淄区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姚素
娟向记者讲起了稷下学宫和发生在这里的百家
争鸣。战国时期，整个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
齐国统治者雄心勃勃，他们需要通过办学的方
式，为统一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和人才准备。

齐桓公田午当时面临着新生政权有待巩
固、人才又十分匮乏的现实。于是，他继承齐
国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在国都临淄的稷门附
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广泛招揽天下文学游说
之士。齐威王时期，进一步扩建了稷下学宫。

公元前３１９年，齐宣王即位，借助强大的
经济军事实力，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
国的大业。为此，他像其父辈那样广招天下贤

士而尊宠之，大办稷下学宫。他对稷下学宫的
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首先给稷下先
生们很高的政治地位，还为他们修康庄大道，
建高门大屋，给以很高的俸禄，经常向他们征
询对国家大事的意见。同时，勉励他们著书立
说，展开学术争鸣。

当时，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
儒、道、名、法、墨、阴阳、小说、纵横、兵
家、农家等各家学派林立，围绕天人之际、古
今之变、礼法、王霸、义利等话题，展开辩
论，相互吸收，共同发展，世称“百家争
鸣”。齐宣王时期的稷下学宫，其规模之大，
人数之众，学派之多，争鸣之盛，都达到了颠
峰。

齐闵王前期，稷下学士达数万人，稷下学
宫仍有继续发展之势，可是到了齐闵王后期，
由于其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诸多稷下先生极
力劝谏，均遭拒绝，纷纷离齐而去，稷下学宫
开始冷清萧条，每况愈下。后来，燕国攻入临
淄，稷下学宫惨遭浩劫，被迫停办。

齐襄王时期，齐国重建，虽然努力发展稷
下学宫，但当时齐国元气大伤，稷下学宫远不
如昔。襄王死后，齐王建继位，当时齐国国势
渐衰，稷下学宫毫无生气。公元前２２１年，齐
国灭亡，稷下学宫也随之衰亡。

诸子百家荟萃功能多样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荟萃之
地，群贤毕至，具有政治咨询、参政议政功
能，是“政治参议院”。齐国君主创办稷下学
宫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天下贤士的谋略智慧，
富国强兵、争雄天下。而被稷下吸引来的稷下
先生，都有着功业思想，他们竞相献策，期望
自己的政治主张被执政者采纳。

此外，稷下学宫还有学术研究功能，是战
国时期的“社会科学院”。它不仅使百家争鸣
进入全盛时期，还在学术争鸣中提出了各具特
色的理论体系，影响了战国以后的许多学派，
是各种思想发展的核心。秦以后的思想、学
术、文化，几乎都能在稷下学宫找到其源头。

稷下学宫各派并存，作为百家争鸣的大舞
台，各诸侯国的学者聚集如云，各派学者相互
争鸣、交流，促进了学术思想的相互吸收、渗
透融合，每个学派都在稷下获得长足发展，出
现了一批思想兼通、学兼各派的学者。这里还
有教育功能，是一所成功的大学，师生济济一
堂，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

由于齐国实行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各家各派平等共存，互为兼

容，自由发展，多有创新。例如，创新儒
家——— 孟氏之儒、孙氏之儒；创新道家——— 黄
老学派；创新阴阳五行家——— 邹衍新阴阳五行
派；创新法家——— 管仲学派；创新名家——— 稷
下新名家：兒说、田巴。

各派学者还留下了博大精深的煌煌巨著。
《管子》、《晏子春秋》、《六韬》、《司马
法》、《孙膑兵法》、《考工记》等齐文化经
典在这一时期由稷下先生编辑完成；《邹子》
４９篇、《鲁仲连子》、《尹文子》１篇、《田
子》、《慎子》４２篇、《王度记》等一大批代
表战国时期学术最高水平的著作，也在稷下学
宫纷纷出现。

传承齐文化弘扬稷下学风

稷下学，囊括百家、气象万千，内涵丰
厚、博大精深，与管子学、晏子学、齐兵学并
称为齐文化学术思想的四大亮点，促进了齐文
化的繁荣，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大脑”就是
在稷下学宫时期初步形成的。

当时，各学派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
不同学术观点的诘难、质疑，又有不同政治主
张的探讨阐发；既有对天地宇宙奥秘的探赜求
索，又有对人世凡事的认识见解。稷下先生们
的宇宙生成思想、阴阳五行思想、物及必反思
想、终始循环思想、重义轻利思想、礼法兼宗
思想，均为后世学者所继承、弘扬；稷下先生
们所创造的各种概念和范畴，也为学者们长期
沿用并不断赋予新的内涵。

直到今天，历史的烟云和时间的尘埃，依
然遮掩不住稷下学宫的包容、宽松和思辨。它
对后世影响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是无与伦比
的。对当代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有着鲜明而深刻的借鉴价值。

为更好地传承齐文化，弘扬爱国、务实、
争鸣的稷下学风，临淄区借齐文化旅游节之
机，开办“中国临淄稷下学宫论坛”，诚邀国
内外知名文化大家，借专家之力、名家之口、
大家之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交
流，做到古为今用、服务发展。

姚素娟说，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借鉴、
运用稷下学，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
上，坚持推陈出新，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型继承，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源泉之一，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百家争鸣的圣地 齐文化的亮点

稷下学宫：世界第一所官办学府
阅读提示

在战国时代的齐国大地上，

曾出现过一个集人才培养、学术

研究、政治咨询为一体的机构，

这一机构坐落于齐都临淄的稷门

附近，故名曰稷下学宫。稷下学

宫设立于齐桓公田午时期，历

威、宣、闵、襄，至齐王建时期

结束，存在时间长达一个半世纪

左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

开办最早的官办大学。战国时

期，三晋纷乱，楚保守落后，秦

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

终领导文化潮流。

今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６日，第十

二届齐文化节在临淄举行，文化

节上开办了稷下学公开课。可

见，尽管经过沧桑岁月，稷下学

依然光彩夺目。

张明月(右)在
给张月洗脚。

▲稷下学宫博物馆里的模拟场景。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胡正鹏 报道
本报桓台讯 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提高群众文艺团队的广场舞水平，提升群众的文化
幸福指数，桓台县先后在索镇、唐山镇等地，启动
了2015年文化惠民广场舞培训“百村行”活动。

此次“百村行”活动，计划培训100个以上的
村（居）广场舞队伍，以2天为一周期，培训1-2支
广场舞。为了保证培训效果，桓台县根据培训地点
的实际情况，采用三种培训方式，分别是点对点、
点对面和“4+1”培训方法，即：对镇（办）的片
区采用点对面的方式，将片区内的广场舞爱好者集
中起来进行培训，提高培训的覆盖面，让更多的群
众参与进来；对群众文艺团队采用点对点的方式，
让有广场舞基础的文艺团队能够迅速提高文艺水
平；对偏远村采用培训4天和演出1天的方式，目的
是利用培训的方式，让偏远村的群众通过培训和登
台演出，体验到文化的乐趣，促进基层文化建设，
吸引群众广泛的参与文化生活。此外，桓台县还精
选了《倍儿爽》、《今夜舞起来》等10余支广场舞
视频，制作成DVD光盘，免费发放至村（居）和
群众广场舞团队。

此次桓台县2015年文化惠民广场舞培训“百村
行”活动将持续到年底，计划培训各类广场舞爱好
者1500余人（次）。在整个培训过程中，还将以镇
（办）为单位，分别组织多场广场舞选拔赛，选拔
优秀广场舞队伍，代表镇（办）参加全县的广场舞
大赛，集中展示此次培训的成果。

桓台启动广场舞
培训“百村行”活动

□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９月９日，由山东省商务厅、大众

报业集团主办，淄博市商务局、大众妙客、淄博市
饭店烹饪协会承办，淄博瑞源资产运营公司协办的
“美食山东·齐鲁名吃专家认定会”举行。来自淄
博全市８０余家餐饮企业、３００余道菜品报名参与。
经过初选，３８家知名餐饮企业、１２９道菜品同台竞
技，接受省内外评委专家的现场认定。

据悉，为响应省委省政府“惠民生促消费”的
号召，深入挖掘山东地方特色名吃，丰富饮食文化
内涵，山东省商务厅、大众报业集团共同在全省范
围内推出“美食山东·齐鲁名吃”认定及系列推广
活动。活动时间自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１０月，主要内容包
括齐鲁名吃认定、网上投票、落地美食活动等，在
线上线下进行融合互动的多媒体推广。本次淄博举
行的认定会，是“美食山东·齐鲁名吃”认定活动
第五场专家认定会，活动特别邀请７位省内外知名
评委专家到场品评，代表了淄博市餐饮业的最高水
平。

活动现场，各类美食按照热菜、成品菜、面点
分区摆放，特色小吃、私房菜等琳琅满目，精彩呈
现了豆腐箱、酥锅、煮锅、香酥牛肉干等传统名吃
和西式沙拉煎饼果子、三鲜饺、蟹黄包等现代新晋
名吃共计１２９道菜点。根据特色、味感、技法、营
养健康、主题、现场操作等方面，７位评委专家逐
一对每道菜品进行了综合评分。最终，来自桓台宾
馆的养生山药饼、来自清梅居的芝麻牛肉、来自齐
林大酒店的药膳乌鸡，分别以９０．７１、９０．４３、
９０．４３分获得专家认定成绩前三甲。

中国资深烹饪大师、本次认定会裁判长王振才
告诉记者，通过这次活动，能看出淄博的餐饮业总
体不错，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例如今天的
一道山药饼，以前做成桃子形，这次做成了月饼
形，造型比较新颖。”王振才从事餐饮业４０余年，
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是，年轻人要多研究，
虚心向老师学习，例如刀工、口味、造型、营养搭
配等方面。另外他发现，菜品中牛羊肉、鸡肉比较
多，淄博也有淡水湖——— 马踏湖，这次的淡水作品
比较少，这是有待提高之处。

本届“美食山东·齐鲁名吃”认定活动自５月２５
日开通网上报名至今，已有近２０００道菜品报名参与
了投票评选。截至目前，本次活动专题网点击量已
突破３００万人次，有效投票５００余万张。最终认定结
果将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认定两种方式加权产生，
投票时间将延续至１０月底。

“齐鲁名吃”
淄博认定会举行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高青讯 近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山东省抗日战
争主题展》在高青县博物馆拉开帷幕。高青县是此
次全省唯一一个承办该项展览的县级城市。

本次展览展出面积2000余平方米，展出各类珍
贵历史文献图片625幅，是迄今为止山东地区举办
的规模最大、汇集抗战图片最多、最为系统的一次
抗战主题展，是一次极富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重
要展览。展期将从9月2日持续到10月31日。

本次活动旨在使大家永远铭记山东人民浴血奋
战、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深切缅怀为挽救民族危
亡而壮烈牺牲的民族英烈，珍爱用鲜血和生命换来
的和平发展局面，为着力建设工业强市、文化名
城、生态淄博而奋发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省抗日战争主题展
启幕高青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张晓辉 马育红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由张店区老龄委主办、张

店区邮政局承办的山东省“银龄杯”中老年广场舞
大赛张店区选拔赛在淄博博物馆门前广场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自7月中旬启动以来，得到
广大中老年人的大力支持，有140余支队伍报名参
加比赛。通过各镇、街道老龄办、各基层邮政站所
的精心组织和认真海选，最后确定了21支代表队
300余名队员参加了这次选拔赛。

“银龄杯”中老年广场舞

大赛张店区选拔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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