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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最近，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迎来了新生开学报到。学校以

“全家福”这一温暖的形式，为新生定格了大学生活中的首个美好瞬间。

在新生打卡点上和家人留影，照片打印出来后可以立取，很多同学都为

这份特别的开学礼物点赞：“这张合影真的太有意义了。”

这个活动的初衷源于杭商院校园平台上一位大四学姐的留言——“马上要

毕业了，好希望回到刚进校门的那一刻，能够和家人在大学合影，感觉特别有纪

念意义。”这个简单质朴的愿望迅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许多人在评论区分享了

自己的故事，“四年前和爸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从甘肃赶到学校报到，当时

没留下一张照片。现在马上毕业了，也还没和家人在学校合过影。”

学校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选出了36名有摄影经验的同学，组建了“我

为新生拍全家福”摄影团队，还特别邀请了校外几位经验丰富的专业摄影老

师，通过“线上理论讲解+线下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为队员们量身打造

了一系列培训课程，专门为这个活动开展了为期5天的定向培训。

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摄影队伍成员统一佩带写有“需要拍照吗？请招呼

我”的工作臂章。从7点到18点，他们在高温酷暑下连续为新生拍照留影，

还在现场免费打印出照片送给新生及家长。

据统计，当天参与拍摄的家庭数量达364个，照片多达600余张。新生

们面带笑容，与家人相依，一起面对镜头，留下了自己在大学生活起点上的

第一张照片。一张张珍贵的全家福照片，记录下孩子人生新阶段的起点，同

时也留下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

杭商院 2024 级新生来自全国，有不少同学从贵州、河南、甘肃、广东来

到杭州求学。“很意外也很开心，学校会在开学第一天为我们拍摄全家福，我

的家乡距离杭州近 2000 公里，这张照片可以让我家人带回家，很有纪念意

义。”一位法学专业新生表示，因为学业繁忙的缘故，平时很少和家人合影，

这张全家福拉近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家长说，孩子来到了离家如此远的

大学，家里人比较担心，看到这里温暖的活动、热闹的氛围，心里放心不少。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学生处处长李霞表示，这既是暖心迎新的一

项举措，也是引导新生学会感恩的“开学第一课”。

本报记者 邱伊娜 通讯员 李解语 陈琦

在我的大学里，和爸妈合个影

一个幸福的开学瞬间

本报讯 近日，2024 中国共享两轮样板市场经验交流会在宁波举行。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发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杭州、宁

波等十城入选首批共享两轮智慧治理“样板城市”。

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投放运营共享电单车城市 300 多

个，投放数量超1500万辆。“相比个人电动车，共享电单车在车辆合规、充电

安全、秩序维护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更好满足公众的绿色出行需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表示。

作为全国最早对共享电单车进行立法的城市，宁波通过“科学立法、严

格执法、企业守法”，推动使用者、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一起为共享车辆的进

驻、使用、停放等事项“负责”。“只有出现服务标准‘自下而上’的良性传导，

才能激发行业内生动力并保持长久活力。”宁波市公路运输中心相关负责人

姜彬分享道。

会上，小遛、哈啰等共享电单车头部企业开启共享两轮智慧治理样板城

市“生态发展联盟”。 本报记者 翁云骞 竺佳 谢履冰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发布

共享两轮智慧治理，杭甬入选“样板”

刷到五年级时的我
是什么样的

费女士老家在湖州德清，一家四口早已在杭州生活多年。

9月1日是两个孩子开学的日子。送完孩子上学，费女士在老家的一个公

众号上刷到了这段开学视频，“感觉很震惊，也很神奇。这应该是我小学五年

级开学的画面，完全没想到当年开学的场景会被镜头记录下来。”

当年那个梳着马尾辫、笑容灿烂的小女孩，如今已是牵着两个孩子的妈

妈，费女士真切地感受到光阴带来的变化。

但是很多开学的仪式感还在一直延续着。在费女士印象中，交作业、领新

书、包书皮是她和同学每年开学都要做的事情，现在自己的两个孩子开学，做

的还是一样的事。

不同的是，包书的封皮从当年的纸质变成了如今的塑料彩印纸，曾经教室

里的电扇变成了空调，一张张绿色木课桌也换成了更多功能的新课桌⋯⋯

“小时候每次开学我们都很开心，因为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又可以见到

同学老师。现在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比我们大，但是开学进校园时还是很兴

奋。每一代人开学的心境依旧相似。”时至今日，费女士还和几个小学同学一

直保持着联系。

我的孩子们
我只要他们努力和善良

费女士的两个孩子今年都步入了学习新阶段：大儿子 12 岁，这个学期升

入初一；小儿子今年6岁，正式成为小学生，“小朋友的适应能力总比我们想象

的要强，他们对新学期充满期待。”

昨天，费女士和丈夫还参加了小儿子的入学仪式。应学校的要求，一家三

口穿着亲子T恤，和很多新生家长一起，走了红毯，来了场亲子走秀。

相比自己以前上学时那些“朴素”的开学活动，费女士感叹，现在孩子们的

入学活动有了更多仪式感。

“能参与孩子成长的每个节点，记录他们成长的足迹，都是日后珍贵的回

忆，就像那段记录二十多年前我们小学开学的视频一样。”

“老大经历小学六年，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温暖善良努力的少年，希望他

初中三年能够继续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踏实前行；老二完全零基

础踏入小学的大门，希望他能慢慢适应学习节奏，快乐成长吧！”作为母亲，费

女士对两个刚刚开学的孩子，有着最朴素的期许。

二十多年转瞬即逝，教室里叽叽喳喳、欢声笑语不断的那群身影，早已踏

上工作岗位、为人父母；一张张新的稚嫩的面庞又在这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

酝酿起无限的、新的希望与生机。

这，就是光阴的故事。

本报记者 黄慧仙

“80 后”费女士在今年的这个开学日有一份意外之喜。她在老家公众号

上刷到了一段1995年当地学校开学的视频，在视频里，她看到了上五年级的

自己，还有当年的小学同学和老师。

这段二十多年前的影像，令人对生命的生生不息，有了更具象化的体验。

开学第一天，妈妈刷到了上五年级的自己

29年前，一段光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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