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宁波市新城第一实验学校的一堂班队课吸引了无数目

光。这堂课的主讲人是该校党委书记陆琦，他曾被评为宁波市名

校长。这天他带来了一份特别的分享：一张他24年前的高中成绩

单。这份成绩单上的数字并不耀眼，甚至可以说是普通到有些黯

淡，却让学生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激励。

陆琦坦言：“我也当过‘学渣’。”这句话如同一记重锤，打破了很

多人对于“名校长”这一身份的刻板印象。在许多人眼中，校长应该

是学识渊博、成绩优异的典范，但陆琦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们：即

便是校长，也有过迷茫、挫败的过去。这样的坦诚让高高在上的校

长形象变得亲切可感，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当下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人们常常被各种标签所束缚，

这些标签似乎成了评判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然而，这一次班队

课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即使起点不高，即使被贴上“学渣”

标签，也不代表一个人就此沉沦、无法翻身。因为每个人都有潜

在的能量，等待被激发和挖掘。

陆校长就是这样的激发者和挖掘者。他的逆袭故事就是对

“学渣”标签的有力反驳。现实中，不少学生因为成绩不佳被冠以

“学渣”之名，这种标签往往成为他们自我否定、放弃努力的借

口。现在有身边的例子可以证明，所谓的“学渣”只是暂时的，只

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就能够逆袭成功。这种能量传递对于即将面

临中考压力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极好的精神抚慰和激励。

作为老师和名校长，陆琦的做法体现了教育者的智慧和担

当。面对中考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陆琦没有选择空洞的安慰和

鼓励，而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激励学生。这种以身示教、现身

说法的教育方式不仅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内在动

力，让教育变得更加接地气、有温度。而这种自揭“伤疤”的坦诚

和勇气，本身就是巨大的教育力量。

这一堂班队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在应试教育的

大背景下，成绩往往被过分看重，而学生的个性和潜能常常被忽视。

事实上，当下社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多元，成功并不只有一种模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道路。社会和教育者应该更加关注学生

的个体差异，支持和帮助每个学生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格、激发潜能的过程。陆校长

用自己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逆袭。在教育

的道路上，没有永远的“学渣”，只有不肯放弃的学生。只要我们用心

去教育，用爱去关怀，每一个学生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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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 30 年、全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广州北环

高速公路于 3 月 23 日起停止收费，实现全线免费通

行。该高速于 1993 年竣工，是全国首条中外合作环城

高速，串联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车流密度极大。

根据《公路收费条例》，经营性公路经营期限一般

不得超过 30 年，北环高速已收费 30 年，到了退出收费

的时间。停止收费无疑给广大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福利，北环高速免费通行也将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随着交通成本的降低，更多的车辆将

选择通过北环高速出行，从而带动沿线地区的商业流

通和经济发展，有效提升广州的城市品牌效能。

不仅是北环高速，广佛高速已于去年停止收费，而

广深高速也即将面临同样的情况。我国最早一批建成

通车的高速公路，逐渐进入30年收费期限的尾端。

停止收过路费肯定是好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停止收费后高速公路的维护和服务质量会否受到影

响？高速公路的养护成本高昂，停止收费后，其养护费

用通常由当地的财政收入支出，对当地财政的压力有

点大。还有人担心停止收费后交通秩序会不会变堵变

差。以前的国道有过类似的例子，停止收费后路况变

糟了，维护投入减少道路损坏严重，车辆拥挤通行效率

变得低下。

停止收费并不意味着高速公路的管理和维护就可

以松懈。相反，这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确保高速

公路的安全、畅通和高效。有消息说，对于北环高速免

费通行后可能带来的交通压力，广州交通部门做了充分

的应对准备。一方面，通过加强交通管理和调度，优化

交通信号灯设置，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对

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这样的准备很有必要，也是

开放免费通行后，相关部门必须提前筹划的课题。

从宏观上来看，高速公路停止收费不仅是一项惠民

政策，更是我国交通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希望

此次广州北环高速停止收费后，当地能做好后续的服务

管理工作并坚持下去，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树立起

良好的标杆，给接下来将陆续到期、免费通行的高速公

路提供管理上的借鉴，改善交通通行，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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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

不要总是在名称和概念上做文章，这是我看了“巅班”引热

议之后最想说的话。没错，内涵比名称更重要，但人们往往又反

着行事，所以要大力提倡求真务实、行胜于言。

大学是引领时代潮流和风尚的先锋，尤其像清华大学这样

的国内顶级学府更是如此。“巅班”之谓有调侃的成分，但恐怕

也包含着某种期待。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当然要立志培

养更多的创新型、颠覆型拔尖人才，这无疑是所有研究型乃至

应用型大学的重要抱负，希望能够出爱因斯坦、杨振宁、李政

道、马斯克等这样的杰出人物。这不是靠搞一个名称就能叫岀

来的。

大学之所谓大学，重要的是如何用更开阔的视野、更开放的

理念、更前沿的方法、更包容的生态，引导和鼓励青年学子志存

高远、打开脑洞、心无旁骛地潜心研究，能够多出原创性、前沿

性、突破性、颠覆性的成果。

梅贻琦多年前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

大师之谓也。”后来有人说，大学也非大师之谓，乃大容之谓也。

这些话都很经典。其实，大学的大楼是需要的，应当给大学提供

更好的教学实验设施。但相比之下，确实更需要大师，而且更需

要鼓励大胆探索的大容，唯独不需要的是大话。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独立思考，追求真知，应当是大学的真命题。

当今的大学已经不可能置身象牙塔，必须放眼看世界，拥抱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研究现实和前沿问题中产生零

到一的新思想、新原理和新方法。

“要种好树，首先要有好土壤。”这是

一位浙商企业家说的。此话用于大学树

人育才上完全恰当。在土壤和生态上使

力，这是真招。

新闻回顾：近日，清华大学成立虚拟“巅班”，因班级名称特别，登上多个平台热搜。对此，清华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回应，学校确

实有这样的育人项目，项目名称是“颠覆性创新人才培养项目”，所以班级名叫“巅班”。

对于这个独特的班级名称，不少网友评论认为学校是在玩梗、紧跟热词，也有人质疑其命名过于夸张，还有人认为这是对教育的

一种不尊重。对此，清华大学教务处说，命名“巅班”是为了凸显这一项目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并非故意制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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