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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本报讯 当幽默的人文大师刘墉，碰上沉稳的国民

奶爸谢宏，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4月19日下午，浙江大学一场名为“谁是未来赢家”

的论坛火爆杭州。

围绕“未来赢家”“成功生养教”“教育融合”等社会

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两位大师展开巅峰对话，进行思

想碰撞。让教育从业者和广大学生、家长有机会零距离

从两位大师身上获得智慧的启迪，开启儿童未来发展与

亲子教育新思路。

“有多少人是赢在了人生起跑点，输在了人生终点

上？所以说，千万不要用一个框框去思考问题，孩子教

育问题上更不应该被固定思维给框住。现在不是未来，

应该更加注重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孩子的成功。”刘墉在

分享了自己教育子女的小故事后娓娓道来。

而在贝因美创始人看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某些

时刻的“武力”还是能解决问题的。“现在的家长太爱惜

孩子了，这个碰不得，那个舍不得。其实，必要的时候打

孩子还是可取的。通过这样严厉的方式让孩子谨记，无

论大小的坏事，都坚决不能做，否则受伤的就是自己。”

两位大师慧眼观未来，从不同角度为父母们解析未

来赢家应具备的素质，除了要有良好的教育基础，更要

有健康的体魄。

的确，儿童健康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通过各大

母婴及公众媒体采集到的信息，2016—2017妈妈们最为

关注的孩子生活类的问题排行第一位的是“儿童视力”。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电子设备的普及，多屏

时代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蓝光污染”，蓝光污染无处不

在，并逐渐成为影响儿童健康的又一杀手。

为此在现场，致力于号召社会各界尤其是父母共同

呵护宝宝珍贵视力的“护眼联盟”公益项目正式成立。

这一公益项目是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浙江大学医院、浙江大学求是

强鹰俱乐部、贝因美、妈妈帮、妈妈购以及依视路等多方

发起。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号召大家抵御蓝光，呵护婴

幼儿视力，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同时，项目还会帮助

患有视力疾病的特困家庭儿童，让他们得到及时良好的

治疗，摆脱因视力问题带来的生活以及学习困扰。

护眼联盟的成员被称为“瞳eye先锋”，需带头做护眼行

动派，承诺三“不”：以身作则不当“低头族”；为人父母不雇“电

子保姆”；亲子陪伴每天2小时。 本报记者 杨茜 文/摄

刘墉、谢宏齐聚浙大，这场大咖秀，都是干货

“哇⋯⋯”所有人都被震撼了！

当记者弯下腰，钻入兰溪市永昌街道社塘村后一个低矮

小山的山脚小窟窿口，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疑似人工开凿的

巨大地下石窟。

眼前这个石窟，据当地居民测量的面积，至少 3000 多平

方米，其中 500 多平方米被水淹着，不知深浅。水潭后面，还

有没有更广阔空间不得而知——著名的龙游石窟，是至今被

发现到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地底人造建筑，现在开发出来最大

的石窟也不超过3000平方米。

洞内，15 根鱼尾形的“柱子”顶着巨大的石穹。“柱子”有

粗有细，粗的几十平方米，细的约 1 平方米。石穹上面，是密

密麻麻的凿痕——这些痕迹非常有规律：先是长度约25厘米

的微倾斜竖痕，再是两三条 5 厘米宽的横线凿痕。种种迹象

显示，这里应该是个人工开挖出来的地下石窟。

据永昌街道党工委书记章丽清说，这个和龙游石窟非常

相似的石窟是何人何年开凿的，至今是谜。

单个石窟可测量面积与著名的龙游石窟相当，洞内曾发现过写着“太平天国”的大刀

兰溪疑现全国最大地下石窟
种种谜团待解

本报记者 杜羽丰 何贤君 通讯员 王莹/文

通讯员 时补法/摄

深度成谜——
父子两人挖了1年多
仍不见底

社塘村共有1600多人口，村落附近丘陵

延绵。带记者走进石窟的，是村里的前任村

委会主任徐锦文。

老徐年过花甲，精瘦却干练。他告诉记

者：“石窟是在一个水库边的，水库1958年才

建起来，石窟却早就有了。具体是什么年代，

谁也不清楚。”

记者探险的第一个石窟，也是最大的一

个，约 3000 平方米。石穹上密密麻麻的凿

痕，无不透露出人工的痕迹。仔细观察之后，

记者还在窟顶发现了钟乳石的雏形——可

见，石窟存在时间已相当久远。

在石窟的对面，隔着水库，还有一个石

窟。较之于前者要小一些，但窟顶更高，洞

口宽敞，洞内也明亮些，窟顶上挂满了蝙

蝠，人一走近，受到惊吓的蝙蝠四处乱窜。

虽然荒废已久，这两个石窟却并不完全

是毫无用处。30 多年前，村民徐建新和父亲

徐宝松就开始了石窟的“开发”工程。

刚开始，他们在其中一个石窟内种起了

菌菇，徐建新还索性把床搬了进来。因为种

植菌菇的需要，他大致测量了一下这个石窟

的面积，才有了3000平米的大致数据。

老徐说，石窟冬暖夏凉，村民们还经常把

它当作储藏室放番薯。

谈起石窟的深度，徐建新摇头不止：“太

奇怪了，我们父子两个人挖了1年多，完全不

见底。究竟有多深，实在搞不清楚。”

年代成谜——
何人何年开凿无人知晓
发现过大刀上书“太平天国”

关于石窟的来历，村民们觉得最有可

能是个古代采石场。老徐说，永昌老街上

随处可见的就是和这里类似的红砂石。“但

村民们运出去卖的石头，都是露天开采的，

都不是采自这些神秘石窟的。现在看到的

这 些 洞 窟 ，何 时 何 人 开 凿 ，至 今 还 是 个

谜。”

不过，他不理解的是，如果这些石窟是采

石场，古人何必这么辛苦往下面挖？直接露天

开采不就行了？

徐建新告诉记者，十几年前，有人在石窟

内挖出了一把大刀，上面还写着“太平天国”

四个大字。怎么会遗留在这里的，也没人说

得清楚。

返程途中，老徐指着水库另一边的两个

被水几近淹没的洞口说，那里也是两个石窟，

也很大，“可惜都灌了水，据传还有巨蛇，没人

敢进去。”

这个村的石窟，究竟有多少？老徐说，他

也没有统计过，至少 10 多个。“关于这些石

窟，还有太多的疑问需要我们去揭秘。”

石窟内景，约

500 平米的深

水潭

石窟外景，并不起眼的洞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