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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首先得从爱家开始；而爱

家，首先要了解家，了解本土优秀的历

史文化和先贤品质，让一代新人在优

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传承中得到更好

成长。因此，芝英小学 10 多位语文老

师历时两年编写《芝英古镇乡贤故

事》，并将作为乡土教材进入课堂，可

谓家国情怀之深，可见教学之用心。

“芝英大，祠堂多，有名的乡贤也

很多”，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乡贤的

故事渐渐被很多人遗忘，被遗忘在另

一个世界的频道和角落里。不要说古

时乡贤，就是近代英雄人物，很多年轻

人都不知道了。前几天到温州洞头区

海霞村参观，“90 后”的年轻人对海霞

其人是没有概念的，恐怕都不清楚“不

爱红装爱武装”的出处，倒是对八卦新

闻津津乐道，一路在车上聊得风生水

起。不过，也可以理解，他们所成长的

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认知。

刚参加工作的大人尚且如此，更

何况正捧着手机、玩着 ipad 长大的小

孩子，他们的“三观”不可避免地会被

“转基因”，鲜明的时代烙印很难从他

们身上抹去。但是，同样道理，古气、

古风、古韵、古朴、古貌的一座座老祠

堂，它们的人文底蕴也没有因为房子

年久败落而失去厚重；虽然有关乡贤

故事的书籍很少，但有一代代老人口

口相传，特别是有像芝英中学退休校

长应业修、芝英小学校长卢龙星及其

10 多位语文老师等大批教育有心人，

他们不忘教书育人的初心与责任，经

过两年多的辛苦努力、修改和完善，终

于要出一本《芝英古镇乡贤故事》的教

材了。

为了忘却的记忆，为了避免孩子

们在浮躁风中“三观”混乱，很有必要

让他们从小了解本土乡贤的故事，从

先贤们身上学习宝贵精神的同时，也

将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这是一本

有关芝英本土文化的儿童读本，芝英

人写芝英的事，芝英人讲芝英的故

事。”卢龙星说，这本书内容丰富，教育

性、趣味性很强，非常值得后人去挖

掘、弘扬。是的，将这样的读本作为小

学的校本教材用于课堂教学，融入学

生的教育中，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

学精神，也体现了教书育人的责任与

义务。对芝英人来说，这更是他们传

承古镇历史文化的共同愿望。

教学早应该回归本真，不能再让

那些“假大空”的正确废话贻误一代

人，不能将那些无用的、超前的东西强

加给孩子们，使他们忙得连觉都睡不

够，更要防止低俗的风潮颠覆孩子们

的“三观”。教书育人，重要的是育

人。要像芝英小学的园丁们那样，发

掘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化，把历代乡

贤的清正廉洁、乐善好施、敏而好学等

美德，汇编成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乡土

教材，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地讲给孩子

们听。如果孩子们喜闻乐见，肯定会

从这些故事中得到滋养与启迪，今后

成长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对社会有用

的人。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我市迈向

五金智造的基石。正当“百年锤炼、臻

于完善”的工匠精神得以传承和发扬之

时，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候选名单

公布，我市榜上有名。创“国家质量奖”

是对五金之都广大企业的肯定，是全市

上下孜孜不倦的追求，是永康新腾飞的

重要法宝。

工业兴，永康兴；质量好，永康好。

在永康制造摆脱低端竞争迈向质量效益

转型的征程中，我们不能回避制约的瓶

颈、转型的困惑、发展的烦恼。如少数企

业还习惯于低价竞争，忽视产品质量，金

属制品用了一两年就锈迹斑斑；有的批

量产品质量与五金样品还存在差距，存

在不同程度的偷工减料；有的热衷模仿

他人产品，缺乏主动创新精神；有的机关

党员干部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营造公

平竞争、质量为先的能力不足。创“国家

质量奖”，找到了五金产业跃上新台阶的

“牛鼻子”，促使我们把争创过程与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融合，积极落实“三去

一降一补”，在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

结构中砥砺新腾飞。

创“国家质量奖”首先要调动企业

的积极性。正阳公司引入国际认证机

构 Intertek 卫星计划认可实验室和德国

莱茵 TUV、南德意志集团 TUV 合作实

验室。南龙集团主导或参与了《餐饮具

质量安全控制规范》《不锈钢真空杯》

“浙江制造”标准等10多项。这两家公

司在创“国家质量奖”中率先一步，不仅

自己尝到了甜头，而且引领了我市企业

的争创潮流。要掀起全市企业创“国家

质量奖”的高潮，一是可以组织企业到

这两家公司开现场会，实地看看质量带

来的效益，听听企业家、车间员工对质

量提升的观点，算算投入与产出比例如

何协调。二是支持企业参与国家标准

制定，制定标准者不是行业老大也是

“权威者”，过去我市对制定国家标准

企业有奖励，但毕竟是撒“胡椒面”，不

如集中这笔资金组织企业与国家管理

标准机构对接，为企业架设制定标准

“绿色通道”。三是建立“配件一条龙”

质量把控体系。我市大量配件产家处

于低价竞争，随时面临被淘汰边缘。

从“原材料-配件-成品”一条龙做好质

量控制，不仅要加大打击假冒伪劣力

度，而且可以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通过

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提升，最广

泛、最深层动员小微企业一开始就注

重质量，视质量如同生命，像呵护自己

眼睛一样重视质量。

创“国家质量奖”离不开重塑诚信

体系。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手艺人

不畏艰难、走南闯北，以精湛的百工技

艺扬名四方。当时他们虽然贫穷，但

不需要考虑干了活“结不了账”。今

天，有的中小企业一方面要抓产品质

量，另一方面还被诚信危机困扰，当心

送货以后“不能按时收款”，小企业主

整天忙得团团转，要考虑这个，要担心

那个，怎能安心研究质量提升？在浮

躁的社会背景下，“质量让生活更美

好”不仅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应成为

城市的气质和精神，这就需要协调“专

注、诚信、创新、品质”的关系。一是加

大打击逃废债力度，对恶意逃废债者

快速、顶格、用尽一切措施惩处。二是

大力弘扬诚信精神，像表彰纳税大户

那样对诚信企业进行表彰，营造浓厚

的诚信光荣氛围。三是建立诚信名单

库，把个人违背诚信记录档案，在企业

中开展“百家诚信企业”“百家失信企

业”评定，向社会公布名单。

创“国家质量奖”须臾不可丢失工匠

精神。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

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

舍。”要获得国家级荣誉，不是一朝一夕

之功。生机盎然的创新永康，离不开天

马行空的才气，更需要脚踏实地的匠

心。质量见证了永康的历史，也将成就

永康发展的未来。培育一批又一批新时

代的永康工匠，可以让永康制造的道路

越走越宽，让永康质量的影响更加深远，

让这座城市因为匠心而为人所尊敬。

质量为先，创新驱动。在秋高气

爽、激情勃发的五金之都，将因为对质

量的坚守和追求，对工匠精神的呼唤

和推崇，收获永康新腾飞的累累果实。

创“国家质量奖”砥砺新腾飞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我市迈向五金智
造的基石。质量见证了永康的历史，也将成就
永康发展的未来。培育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
永康工匠，可以让永康制造的道路越走越宽，
让永康质量的影响更加深远，让这座城市因为
匠心而为人所尊敬。

为了忘却的记忆更为孩子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教书育人，重要的是育人。要像芝英小
学的园丁们那样，发掘弘扬本土优秀传统文
化，把历代乡贤的清正廉洁、乐善好施、敏而
好学等美德，汇编成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乡土
教材，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地讲给孩子们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