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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有此一说】

录取通知书的
“面子”与“里子”

系好学生暑期出行“安全带”

图书馆“送书上门”是多赢创举

莫让升学宴
变成“绑架宴”

14岁初中生偷骑电单车，闯红灯
被撞飞；家长骑车搭载着两名小学生
被两辆车先后撞上……7月14日，常
德、岳阳两地交警分别通报了一起涉
未成年人交通事故。交警部门提醒，
暑假孩子外出多，家长应加强孩子基
本交通安全常识教育，看顾好孩子的
同时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为
孩子做好表率。

每年暑假都是学生交通事故的高
发期，放假后学生交通行为的自主性
和频繁性显著增强，而家长往往因为
工作等原因看管时间有限、看管精力
不足，再加上受客观条件限制，交通安
全教育相对滞后，学生出行安全意识

差，一旦骑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等，更
会因为年龄小和练习不够的原因，出
现驾驶技能缺乏、驾驶经验不足的情
况，面对复杂路况和突发事件，极易发
生交通事故。

家长要为孩子戴好“安全帽”。家
长作为孩子人生路上的重要引路人，一
方面要尽到看护和教育的责任，要教会
孩子重视交通规则、增强安全意识，让
家庭教育发挥出交通安全教育的基础
性作用，提升孩子的自我保护能力。另
一方面，“言教不如身教”，家长自己更
要以身作则，带头遵守交通法规，以良
好交通行为习惯为孩子树立榜样，教育
孩子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学校要为学生织密“安全网”。学
校和老师要在临近暑假的时候，有针
对性地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活动，要根
据学生在学校受教育阶段的心理认知
程度，明确在不同年龄段出行时需要
特别关注的安全点，帮其掌握相应交
通规则，知晓道路设施以及相应的交
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的含义等，再结合
学生日常出行采取的交通方式等因材
施教，将交通安全知识系统化地教给
学生。

社会各界要给未成年人系好“安全
带”。交管部门作为专门的交通管理部
门，对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教育负有专
门责任，要组织、帮助引导社会力量对

其开展交通安全培训，还可以根据道路
交通实际状况，鼓励未成年人参与暑期
交通安全小分队等，让未成年人在亲身
参与中增加交通安全知识，提高道路安
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未成年人保护涉及方方面面，交
通安全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度
重视加强与改善暑期未成年人交通安
全教育，是把未成年人保护落到实处
的行动之一。只有家长、学校和社会
各方都应给予充分重视，共同织密未
成年人的交通“安全网”，才能有效降
低学生在暑假期间的交通安全风险，
为他们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保
驾护航。 （据新华网）

近日，有上海市民建议，图书馆缺
少送书上门的服务。该市民认为，送
书上门更便于借阅。上海市文旅局回
应：目前，市、区、街镇三级公共图书馆
依托本市中心图书馆“一卡通”服务体
系实现了通借通还；同时，10家市、区
级公共图书馆各自试点推出了网借服
务。今后将会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
验，指导更多有条件的区级公共图书
馆推出网借邮寄服务。

网络时代，智能手机的普及，为电
子阅读提供了便利。尽管碎片化阅读
正日渐成为趋势，但依然有很多人坚
守在传统阅读的阵地，他们经常陶醉
在图书馆、阅览室中，对纸质图书爱不
释手，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流连忘返，
乐此不疲。

年轻读者喜欢在手机上“屏读”，
主要是因为方便和经济，除此之外，还
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是，一些钟情
于纸质阅读的年轻读者，忙于繁杂的
工作，抽不出时间去图书馆借书。所
以，如果图书馆能“送书上门”“送书下

乡”，就必然能让更多人走近图书。如
此一来，也有助于推进全民阅读。

上海市民建议图书馆“送书上
门”，肯定是基于现实考虑，因为一些
市民距离图书馆较远，需要耗费较高
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再者，如果
图书馆没有线上查询服务，读者费周
折来到图书馆，才发现没有想借的书，
岂不是白跑一趟吗？另外，节假日的
图书馆读者较多，读书、借书的体验不
佳，倒不如送书上门，让读者在自己家
随心所欲地阅读。

“快递借书”不是免费的，读者需
要为上门服务买单，但与读者亲自去
图书馆借书相比，“快递借书”既经济
又便利，值得推广。有些人认为，“快
递图书”是读者与快递行业的事，与图
书馆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图书馆不
建立网络借书系统，读者没有选书和
下单的渠道，快递怎能与借书对接？

事实上，“快递借书”不仅为读者
节约了时间，提高了阅读效率；同时，
也间接地拉动了快递经济的发展，可

谓一举双得。事实上，“快递借书”早
就不是什么新鲜事，比如，成都图书馆
可通过微信公众号下单借阅图书，并
享受送书上门服务，这让成都及周边
市区的读者能够足不出户共享阅读资
源。

推动全民阅读，打造书香社会，一
直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倘若图书
馆采取积极措施，联合公交、快递行
业，探索“送书上门”服务。如此一来，
既模式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又契
合了大众在互联网时代的借阅习惯，
激活了一部分闲置的图书资源，为读
者开辟了一条借书新途径，实现读者、
快递、图书馆多赢的局面。

窃以为，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可
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依据读者实
际需求，因地制宜地设计出“送书上
门”模式，进一步优化书籍资源高效流
通，满足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总之，
期待“送书上门”“快递借书”的模式在
更多城市推广。

（据新华网）

近期，围绕高考录取通知书
的话题广受热议，并引出其“面
子”与“里子”的争论。

看录取通知书的“面子”——
有高校主打“科技范”，所用纸张
为高性能间位芳纶纸，若用紫光
灯照射录取通知书背面，它将华
丽变身为“知识殿堂”“未来之
门”；有高校所用材料为航天飞行
器关键部件使用的高性能钛合
金，寓意学子开启“宇宙之门”；有
高校注重“历史感”，表面用烫金
线描摹出高校不同历史时期的标
志性建筑，厚重与隆重融为一体
……“豪奢”的录取通知书如一面
镜子，照出高校的别出心裁。

再 看 录 取 通 知 书 的“ 里
子”——有高校误把“录”字打成
了“寻”字，紧急发布更正声明并
致歉；此前，有高校误把“报到”写
成了“报道”，引来舆论场一众批
评；更有高校“不识日月”，误把报
到时间的“9月6日”写成了“9月
6月”……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录取通知书的核心部分是诸如学
生姓名、报到地点、报到时间等关
键信息，若这些内容出现重大错
误，损害的是高校的尊严与体面。

录取通知书，重“面子”更要重
“里子”。客观讲，高校自我包装、
主动营销是好事，这有利于高校与
学生之间快速地加深联系、建立感
情。比如，有高校发出的录取通知
书中包含来自10896米深海的珍
贵水滴，而采集工具则是该校科研
团队自主研制的“悟空号”全海深
无人潜水器。由此不难想象高校
的良苦用心，同时也要看到，并非
所有高校都有硬核实力研制出“国
之重器”，拿得出具有“含金量”的
录取通知书。因此，相较“卷”五花
八门的“面子”，高校更应该做精做
细录取通知书的“里子”，切忌再次
犯诸如印错字这类低级错误。

一纸录取通知书，豪奢也罢、
简易也罢，都见证了学子们寒窗
苦读的奋斗。愿高校在做足做强

“里子”的基础上，用一份特别的
心意、新颖的形式给学生们留下

“倍有面”的回忆。 （据新华网）

升学季到了，各种各样的
升学宴“你方唱罢我登场”，很
多人不是在参加升学宴，就是
在赶往升学宴的路上。

借宴席表达祝福、感谢，本
是人之常情。但一些“升学宴”
已偏离了本意，让人觉得自己
被人情“绑架”。如果“升学宴”
变成“绑架宴”，显然味道就变
了。多些人情味少点人情债。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