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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善于制造“关键性事件”

■

章立平

也许， 有两个字可以概括校长的忙
碌： 评价。

校长不仅要评价别人， 而且经常被
别人评价， 既要争取让自己和学校在上
级的评价中胜出， 又要保证对教师和学
生的评价公允有效。 如何在连轴转的评
价中掌握主动， 恐怕是每个校长梦寐以
求的事情。

最近读管理学， 得知公司在对员工
进行测评时， 通常会记录他们在一定时
期内“特别好” 和“特别差” 的两种表
现， 并以此来分析他们的职务行为和工
作绩效。 在管理学上， 这种测评方法被
称为“关键事件法”。

就学校管理而言， 即便没有像公司
那样对员工行为进行专门记录， 事实上
也存在“记录” 关键性事件的做法， 无
论是教师对学生， 还是学校对教师， 抑
或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 关键性事件都
是一种无形却有效的尺度。 对于所有被
评价者来说， 肯定希望评价者一个不落

地关注到自己的改观和起色， 进而获得
精神满足和现实收益。

我的感悟是， 校长要化解评价压力，

就要善于给自己、 给师生、 给学校制造
关键性事件， 以此为自身成长和学校发
展提速、 增效。

大凡有些成就的人， 都会说自己在
成长过程中受过什么影响和启发， 可能
是一个人、 一件事、 一本书甚或一句话。

听者也许会想， 这样的好事带有很大的
偶然性，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我们知
道， 任何事情都具有经验价值。 如果影
响你一生的可能是一个人， 那你为什么
不多去接触那些优秀的人呢？ 如果影响
你一生的可能是一件事， 那你为什么不
脚踏实地做每一件事呢？ 如果影响你一

生的可能是一本书， 那你为什么不把时间用
于读书呢……我最近的一个心得是， 命运就
是你在不经意中形成的性格和习惯。 如果你
总是抱怨命运， 不如尝试着改变一下自己。

身为一校之长， 还应该把教师和学生的
成长放在心上， 如果不为师生谋前途、 谋幸
福， 那校长是做得极不称职的。 如果说学校
是个舞台， 那么它绝不属于校长一个人， 每
个师生都应该是这个台子上的舞者， 都应该
有舞动自己的希望与机会。 曾经听一位教师
抱怨， 在他们学校， 领导都成了“荣誉专业
户”， 自己辛辛苦苦写了一篇能发表的文章，

校长知道后竟“暗示” 将他的名字也署上。

结果， 连文章内容都不知道的人却成了“第
一作者”。

与这类“硕鼠型校长” 相对的是， 我的

一个校长朋友始终以“推出” 教师和学生为
成就， 为乐趣。 他们学校经常有人去参观、

交流， 几乎每周都要搞公开课。 多数时候，

他坚持让非教学能手们上阵。 有人说这样不
能展示学校的最高水平， 他回应道： “好钢
是炼出来的。 每个教师都有权利成为学校的
最高水平。” 他还经常送教师外出参加各种
培训和教学大赛， 请专家、 学者到校给中学
生们搞讲座， 送学生外出参加各种兴趣比赛
……这几年， 师生们拿回来的荣誉牌匾堆满
了一个展室， 而学校也声名在外了。

当校长、 教师和学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
的关键性事件时， 整个学校也就有了腾飞的
底气和动力。 记得《校长周刊》 几个月前曾
报道过深圳桃源小学， 一个社区小学， 盘子
小、 底子薄、 师资弱， 和周边学校相比几乎

不存在任何先天优势， 但校长善于给学校发
展制造关键性事件———通过“快乐种子教
育” 实现了学校、 家庭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进而改变了社区的文化生态。

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 “快乐种子教
育” 其实探索了移民子女及其家庭如何融入
现代城市的问题。 桃源小学因此承接了教育
部的“十一五” 课题———“移民城市和谐校
园建设研究”。 小学校， 大课题， 这无疑是
校长给学校发展制造关键性事件的一个典型
案例。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说的“制造关键性
事件”，并不是要校长同行们挖空心思去炒作
一些无足轻重的事件， 而是建议大家始终要
有主动发展的意识，保持开放的心态、开阔的
视野，不断为个人和学校的发展设置目标，并
善于积聚资源、人气和斗志。 可以说，追寻关
键性事件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过程， 每一次
际遇，都会让你有飞跃般的长进。

这样当校长， 你还会为那些条条框框的
评价所累吗？

（作者单位： 安徽省霍山县经济开发区
榆树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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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很多校长都有这样的感受： 平时工
作很忙， 难得有时间和家人朝夕相处， 因此欠下
不少“亲情债”， 到了暑假， 终于有了时间可以陪
伴家人。 在刚刚过去的假期中， 那些平时忙得顾
不上家的校长是如何偿还“亲情债” 的？ 本期
“茶座”， 我们约请几位嘉宾就此话题与“校长圈”

的朋友们交流观点、 分享故事———

本期嘉宾：

王俊江苏省张家港市南沙小学
杨征河南省济源市梨林镇大许学校
黄万飞湖北郧县青曲镇中心学校
吕巧芳浙江省东阳市巍山镇中心小学

这
个
假
期
你
偿
还
“亲
情
债
”了
吗

【茶座】

【圈内走笔】

王 俊：

常怀感恩之心
我当校长已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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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 基本上每天都
去学校 ， 爱人苦笑着说 ： “你有两个
‘家 ’ ， 一大一小 ， ‘大家 ’ 是学校 ，

‘小家’ 是家庭， ‘小家’ 的作用仅仅是
每天借个宿。 ”细细想想这番话，我的确是
愧对家庭，无恩亲人的，欠家人的实在太
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何报答家人的
大恩呢？ 今年暑假，我就很好地计划了，在
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 “服务”

全家， 尽职尽力报答大恩。

一是总结畅想赢支持 。 在暑假里 ，

我将一学年里学校所取得的各项成绩总
结并按时间顺序细致地罗列出来， 并打
印成文 ， 发给每个家人 ， 供他们了解 ，

激发他们的成就感、 自豪感， 让他们为
学校的进步而感到欣慰、 感到光荣， 从
而赢得他们的大力支持。 为了新学期学
校的发展， 我召开家庭座谈会， 让家人
提出建议， 我虚心听取， 并且认真地作
好记录 ， 让家人出谋划策 ， 畅所欲言 ，

侃侃而谈， 一起畅想学校的未来， 将家
人融入到教育的美好前途之中， 鼓起他
们对教育发展的美好愿景， 以此来赢得
家人理解 ， 效果很好 。 这是今年暑假 ，

我与家人做的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二是减少应酬多在家 。 作为学校领
导， 社会应酬还是很多的， 尤其是在暑
假里， 同学、 同事、 朋友、 亲戚等都要
聚一聚， 不过应酬多了， 害处也变多了，

不仅浪费时间和金钱， 又影响身体， 为
人师表、 教书育人之人经常在外吃吃喝
喝， 影响很不好。 其实， 一日三餐， 在
家与家人一起用餐， 其乐融融， 很是惬
意。 今年暑假， 我减少应酬多在家， 尽
可能一日三餐与家人在一起， 尽管是粗
茶淡饭 ， 但很是暖心 ， 尽享天伦之乐 ，

真是人间的一大美事 。

事实证明， 减少应酬多
在家， 好处多多， 是回
报亲人的一个好法子。

三是做个模范报恩
情。 暑假里， 我只要一
有空就在家， 努力做个
模范， 尽可能多地做一
些家务， 不怕累、 不怕
苦 、 不怕热 、 不怕麻
烦， 买菜烧饭， 洗衣拖
地， 孝敬老人， 关爱子女，

刷刷空调滤网 ， 修修门把
手， 换换灯泡水龙头， 剪剪花
草树木 ， 总之 ， 只要空闲在
家， 我就沉下心来， 家中的一切家
务活都抢着去做， 并做得津津有味， 乐
在其中， 我的努力得到了家人的一致赞
许。 这真是， 做个模范报恩情， 好处多
多亲人赞。

四是短途旅行欢乐游 。 今年暑假 ，

刚好举办上海世博会 ， 我就抽出时间 ，

精心组织全家来了一次短途旅游， 去参
观了上海世博会 ， 给全家带来了欢乐 ，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世博场馆， 尽管
天气很热， 我这是忙上忙下， 又是照顾
老人 ， 又是照顾孩子 。 我当了回导游 ，

向家人介绍世博知识； 又当了回摄影师，

给家人拍摄了很多美好的照片。 短途旅
行是全家的欢乐游， 这是我今年暑假回
报家人的最大 “节目”。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暑假结束了，

我又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为了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我又要亏欠家人了。

无以为报， 我只能常怀感恩之心； 亲情
大义， 我只能努力回报了。

黄万飞：

借“校长圈”还亲情债
老家在很远的江西 ，

因工作忙， 我已经很长时
间没有回过老家了。

记得去年春节， 我腊
月二十六才把学校工作
忙完， 准备回去的时候 ，

母亲打来电话说 ： “春
节放假时间短 ， 路途又
远 ， 你就不要回来过年
了 ， 安心地把工作搞好
了 ， 我们也就放心了 。 ”

其实 ， 我知道 ， 妈妈不让我
回 ， 怕影响工作是一个方面 ，

还有一方面是怕我花钱， 她知道
我要买房， 手头并不宽裕。

“不要等到亲人离开人世以后，

才知道自己没有尽到孝心。” 学校一
位老教师在闲聊时候这样说道。 我很认
同这句朴素的话 。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

我就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 “暑期， 一
定要回趟老家看望父母， 去陪陪他们。”

放假了， 当我收拾行李回家时 ， 天
下起了暴雨， 肆无忌惮的暴雨让昔日美
丽的校园转眼间变得满目疮痍：几十米的
围墙被洪水冲垮， 挡土墙大面积垮塌，电
线杆摇摇欲坠，排水沟填满了沙石，校园
内到处堆积着淤泥……在向上级教育部
门汇报，争取专项资金的同时，我组织学
校老师积极抗灾自救。 我们顶着雨水，将
排水沟清理畅通，冒着烈日将堆积在校园
内的淤泥一车一车地拉走……救灾专项
资金也先后到位， 倒塌的围墙和垮塌的
挡土墙， 正在紧张的施工中。

校园正在一天一天恢复昔日的风采，

而时间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新的一学
期又要开始了。 我告诉母亲， 因为学校

受灾严重， 没有时间回去， 母亲在电话里还
是那样说： “我们都好， 你安心把学校工作
搞好了， 不回我们也就放心了……”

女儿长高了 ， 我长胖了 ， 妻子看起来
却依然那样年轻。 真的好想回去看看父母，

也让父母看看我们， 我知道那是父母很盼
望的。 大学毕业后， 我自愿来到鄂西北的
农村学校工作， 从一名普通的教师 ， 到中
心学校的校长， 随着我的不断成长 ， 回家
的次数越来越少， 实足是欠下了不少的亲
情债。 父母在一年一年中变老 ， 我没有理
由不回去看看父母， 陪陪他们 。 然而 ， 人
有情， 天无情。

记得前年春节回去的时候， 父母走几里
路来接我们， 看着父亲抱着他孙女亲的样
子， 不知道他心里有多高兴。 大年初一， 母
亲很早就要出门， 我问她要去哪儿 ， 母亲
说： “密溪村竹山坳顶上有个庙， 听说香火
很旺， 我去给你们一家人求个平安。” 要走
20

多里山路呢， 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 我努
力控制眼角要流淌出来的泪水， 因为我知道
今天是大年初一， 流泪是不吉利的。 初四，

我们就要离家回校上班了。 天还没有亮， 父
母就在厨房里忙活， 等我们起来的时候， 餐
桌上摆满了一桌子的菜。 临行前， 母亲一再
嘱咐我： “在学校要关心、 团结老师， 要多
做善事， 要把工作做好， 学校的钱不要贪，

钱多不如心闲， 房大不如心宽， 要少喝酒少
抽烟……”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却是这
样的朴实、 善良， 这样的通情达理， 这样的
关心呵护她的孩子。

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自己的亲情债呢？ 除
了努力工作， 做一名优秀的校长， 让父母放
心以外， 我想借 “校长圈”， 向远在家乡的
父母衷心地说一声： “我爱你们， 希望你们
健康长寿。”

杨 征：

亲情也要常经营
担任一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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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农村学校校
长， 我觉得肩上的担子是重了。 平日里，

一家人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 尤其是公
公婆婆， 看着自家媳妇把一所百年名校
经营得有声有色， 总是非常自豪。 老两
口是退休工人， 为了能让我全身心地投
入到学校工作中去， 他们不常和我们住
一起。 我女儿是老两口的心肝宝贝， 女
儿上高三， 老两口提出要为女儿加油鼓
劲， 加强营养， 还主动承担起了烧饭做
菜的重任。 高考结束了， 老两口光荣的
任务也随之完成了。 我想， 利用暑假期
间， 好好孝敬二老， 让他们过得轻松愉
快是我的本分， 我要用实际行动表达感
激之情。

暑假里， 我自然成了厨房的接任者。

虽然平时几乎不用下厨， 可我也已经日
积月累 ， 悄悄地掌握了几道菜的制作 。

老人最爱吃饺子， 我不仅学会了馅儿的
选料、 加工， 还亲自擀了皮， 每次为他
们端出热气腾腾的饺子， 都会得到家人
的啧啧称赞。

老两口在职期间很少玩牌打麻将 ，

退休以后才 “进修 ”， “技术 ” 也不太
好， 在农村， 要融入当地生活并不是一
件非常容易的事。 于是我又带动老人打
牌， 首先向他们推介了 “炒地皮” 的牌
类游戏。 两人学会以后， 那个开心劲儿
就甭提了， 乐得和孩子一样， 七八十岁
的人每天晚餐一结束就提议打牌， 我和
爱人也就一心一意陪同。 有时老人会忘
记规则出错牌， 被我们揪出以后还
会耍赖； 有时老人抓到一副好牌就
会得意忘形 ， 以至最后得个
“大光头 ” 深感遗憾 。 为了能
让老人自娱自乐， 我教会
了他们两人 “炒地
皮” 的打牌方法。 这

样， 他们再不必为三缺一而烦恼了。 既要有
运气， 又要开动脑筋， 打牌的娱乐活动给老
人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聊天也是老年人的一大爱好， 从抗日战
争到当今台海局势， 从中医中药到手相面
相， 从苦难的日子到现在日新月异的变化，

都是老人的谈资。 老人谈话是需要有人倾听
和交流的， 我和女儿也就成了忠实的听众。

在女儿高考结束填写志愿期间， 一家人
也总是凑在一起商量， 老人有发言权， 参与
的热情非常高， 女儿也欣然接受爷爷的意
见， 选择了师范， 学习心理学专业。 等女儿
收到通知书后， 老两口愉快地收拾起行李，

要到自己的退休社区去， 看看老朋友们。 为
了我家的高考生， 老两口已经有将近一年时
间没有和老朋友见面了。

看似平平常常，实则需要真心经营。 用心
理解和感受生活的真谛， 我们的幸福感就会
得到提升，给一家人带去温暖和快乐，其意义
不亚于当好一名校长。

吕巧芳：

给亲情加点快乐的味道
作为一名在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农

村学校工作的副校长， 平日里总是有繁
重的工作要干， 常常早出晚归， 很少能
专心地为家人做些事情。 放暑假了， 终
于可以还一还那些欠下的 “亲情债” 了。

还这笔债， 绝不能以投入金钱的多少作
为亲情补偿的依据， 而是需要用心、 用
情、 用精神去弥补曾经的缺失。

“亲情债” 对于家人来说， 他们不需
要 “赔”， 而是需要 “陪”。 不要认为给
家人买了多少东西就是补偿， 也不要认
为将大把的时间花在看似没有任何结果
的聊天 、 说笑 、 玩闹上就是浪费光阴 ，

在不以因果关系为基准的家里， 沟通和
理解才是 “万事兴” 的前提。 一个富有
的家不一定幸福， 一个幸福的家一定和
美。 给爱人的拥抱需要找回， 给孩子的
亲吻需要拾起。 假期是有限的， 我们要
在有限的时间里用最为平常而精致的付
出来感谢家人。

上班时， 早上起床后端起一碗温热
的豆浆一饮而尽， 没有一句感谢便带门
而出 。 曾经的理所当然让我自形惭愧 ，

一样是教师的妻子从来没有怨言。 放假
了 ， 我当起 “家庭妇男 ”， 负责一日三
餐。 在自我感觉良好几天后，

3

岁的女儿
提出了要求： “爸爸， 我想吃米饭。” 这
时才意识到竟不知家人的口味， 于是学
会征求意见， 每天总是问大家想吃什么
饭， 要喝什么汤。 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
妻子说 “随便做一些算了” 的时候， 我
也显得黔驴技穷。 长期不在灶边站， 会
的总是那么几样家常菜， 反复做肯定就
不新鲜了。 为了有个良好的表现， 我把
老婆孩子喜欢吃的菜给列出来， 上网查
找不同的做法， 然后勇于实践， 既获得
了家人的赞誉， 又提高了做饭技艺。 妻
子想吃茄子 ， 我就做蒸茄子 、 烧茄子 、

鱼香茄子； 女儿想吃排骨， 我就做炖排
骨 、 蒸排骨 、 红烧排骨 ； 家人想吃面 ，

我就做炒面、 油泼面、 炸酱面； 有时还
尝试把剩下的水果做成让妻子称为

沙拉的东西， 假期未了我就跃升为家里的
主厨。 收买了家人的胃就收买了家人的
心，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下班后， 我常常带着疲惫回家， 来不
及陪孩子玩耍就让她睡觉了。 放假了， 静
静地看着躺在身边睡觉的女儿忍不住想亲
吻她的脸蛋。 我带她去欣赏城市的风景，

我带她去感受游乐园的欢乐， 我带她去体
验游泳馆的兴奋， 我带她去牵手大自然的
多情， 最多也最有意义的是教她画画， 给
她讲故事， 看着她开心地笑。 其实， 我很
在意孩子视野的拓展， 为此专门为她办理
了假期的绘本借阅业务， 集中的阅读让女
儿有了较为喜欢的学习方法。 她读起书来
逐步养成了两种习惯： 一种是自读， 这是
她最专注的一种。 孩子蹲坐起来， 或翻或
指或问或说或笑或讲， 俨然沉浸到了童年
的多彩之中。 一种是讲读， 这是最喜欢的
一种。 但凡睡觉之前的至少半个小时里，

女儿常会要求我给她讲故事， 面对多画少
话的绘本图书， 我总是无从下口， 可实在
又不忍让充满期待的孩子失望， 于是我就
先看， 理解故事本意之后， 再讲给孩子
听。 这原本只是读书， 由于心与心贴在一
起把那亲情融通， 使这平淡的学习成为了
演绎天伦的舞台。

妻子洗衣服， 我就搭把手， 絮絮叨叨
间品味生活的意义； 孩子搭积木， 我就趴
上前， 啧啧称赞中给予她人生的自信； 妻
子逛街， 我就抱着孩子陪护；孩子撒欢，我
就拉着妻子跟从；妻子笑，我乐；孩子哭，我
搂；这些在平日里不曾或不能拥有的琐碎，

现在我要用真情把它们串联起来，做成一
个七彩项链，挂在心墙上，为今后的生活折
射阳光。

浙江的胡晓华老师在 《发给教师的短
信》 一文中说： “教书不是你人生的全
部， 如果你不能理解和感受生活的真谛，

那你教出的学生也将留有缺陷。” 如果我
们有时间能静静地陪在家人身边， 那么就
赶快把流失的亲情补回来 ， 告诉他们 ：

“我爱你们， 我爱这个家！”

【群言群语】

亲情也许是平凡的， 没有友情
的豪气冲天， 没有爱情的轰轰烈烈，

但也正因为它的平凡， 亲人的一声
问候， 一句叮嘱都能让我们感受到
浓浓的深情。 所以曾经为朱自清的
《背影》 深深感动， 那“背影” 曾很
长时间萦绕在我的心头。 在夜阑人
静的时候， 在孤独无助的时候， 想
起最多的是温暖的家、 亲人的叮咛、

嘱托……有许许多多的人， 许许多
多的事， 有时候只是一闪而过， 而
我们所要把握的也就是那一瞬间，

因为不是每一次都能那么幸运。 若
自己能把幸福捧在自己的手掌心，

将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 有些人，

有些事， 只是瞬间而已。 有些人，

有些事， 留下的也只有遗憾……珍
惜吧， 亲情只有这一辈子！

———甘肃省临泽县平川学区黄
家堡小学李红燕

亲情债是你匆匆奔波于天南海
北时， 父母秋风中飘飞的白发、 颓
然孱弱的身躯、 浑浊暗淡的目光；

亲情债是你焦头烂额忙于应酬时，

爱人深夜里忙碌的身影、 孤独无助
的等待、 偷偷啜泣的泪花； 亲情债
是你躬耕案头谋求发展时， 孩子独
自求学的脚步、 欢笑背后的落寞、

黑白梦境里的呢喃……孟子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人的情感是相通的， 看不到
自己孩子的可爱怎能容得下学生的
调皮？ 耄耋父母衰衰老矣， 想不到
及时行孝， 又岂能理解教师的苦辣
酸甜咸？

———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教师
进修学校路霞

作为一个乡镇中心小学的副校
长， 平时除了要搞好自己的教学工
作外， 还要具体负责迎接各级各类
大小检查， 有时自己还要被上级派
出去检查， 一学期就像是在各级各
类大小检查中匆匆度过的。 感觉自
己平时欠家人的太多， 在这个暑假
里， 我力争做到“三好”： 在老母亲
面前， 做个“好儿子”， 尽可能多陪
年老多病的母亲聊聊天， 让含辛茹
苦的母亲能够幸福地安享晚年； 在
妻子面前， 做个“好丈夫”， 尽可能
多的做些家务， 让勤劳善良的妻子
好好放松； 在孩子面前， 做个“好
爸爸”， 尽可能多地满足孩子平时没
有实现的愿望， 让聪明好学的孩子
过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期。

———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双沟
镇中心小学李华清

放假第一天， 正逢周日， 正好
回家探望父母。 我帮他们排除了一
些用电上的不安全因素， 在使用上
尽量简单一些； 整理了一下院内的
无花果树、 石榴树、 葡萄藤， 还有
茂盛的丝瓜、 北瓜秧， 使之华实并
举； 剪掉了开过的月季残花； 拔掉
了狂长的野草； 又陪父母说了说话，

聊了聊生活， 谈了谈工作。 一天就
这样过去了。 既然我不能常常在家
陪伴父母， 那就让这些花草树木代
我陪伴二老吧———经过我细心地打
理， 相信这些花草树木也都有了灵
性， 能够体会到我的一番苦心吧。

———山东省高唐县尹集联校崔英强

暑假虽没有平时忙碌， 可是繁
杂的事物也会让你应接不暇， 诸如
写总结， 被考评， 陪同教师接受培
训， 校长培训， 整理校园设施， 制
订新学期工作计划， 等等。 至于说
“亲情债”， 当然是欠得多还得少。

我所能做的也只有叮嘱家人平时多
注意身体。 夫人对此早已习惯， 也
就不真心怪罪于我了， 顶多埋怨几
句， 什么“像是住店的”、 “操心
事， 学校比家多得多”、 “人在曹营
心在汉， 啥事都指望不上”。 我也听
习惯了， 没办法， 因为咱是校长，

是学校的“一家之主” 啊。

———河南省延津县教体局刘法广

“债” ， 意即一“人” 应担之
“责”。 因是应担之“责”， 才有“欠
债还钱， 天经地义” 的道理。 作为
一校之长， 左手掌“校”， 右手持
“家”， 以“校” 为“家”， 是校长分
内之事； 持“家” 爱“家”， 更是应
担之“责”。 可是要给予“左右手”

一样的关注， 平常还真是难两全。

不过在暑假期间， 校长多少可以放
下“校长” 的职务， 把应担之“责”

给担起来， 做一个全职且称职的好
儿子、 好丈夫、 好父亲， 享受亲情
带来的幸福。 暑期不算长， 只要我
们有心， 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和
自己的亲人投入地放松一回， “亲
情债” 就可以做些“偿还”， 甚至是
“减免”。

———山东省巨野高级中学张亚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