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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征程 奋进者

家门口的好学校让孩子成就梦想
——记上海市特级校长、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校长朱乃楣

新华社维也纳9月2日
电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2日在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该机构两名专家将长

期驻留扎波罗热核电站。

格罗西1日率14名国

际原子能机构专家代表团

考察扎波罗热核电站，2日

返回维也纳。他表示，目前

仍有6名专家团成员留在

扎波罗热核电站，其中4名

专家将于下周返回，另外2

名专家将常驻该核电站。

格罗西说，他在此次考

察期间看到了想了解的所

有内容，预计下周初将发布

一份关于扎波罗热核电站

的报告，并向联合国安理会

通报此次考察情况。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联

合国代表乌里扬诺夫说，俄

罗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工

作人员常驻扎波罗热核电

站表示欢迎。

另据报道，扎波罗热州政府代表罗戈夫

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已经获取了几

十种类型有关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文件、技术

地图等，代表团可以获得有关该核电站的全

部所需信息。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

一，俄罗斯2月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后很快控

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期核电站多次遭到

炮击，引起全世界关注。

被盟友背叛是什么滋味，韩国现在想必

深有体会。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排韩”条款引

发韩国国内强烈反弹，韩国政府已派代表团

紧急赴美谈判，韩国舆论也因美国“背后捅

刀”愤懑不已。然而，美国只以“感到意外”

“表示遗憾”这样的措辞敷衍了事，让韩国人

再一次心寒。有韩媒终于看清，在美国的国

家利益面前，所谓价值同盟不过是名分而已。

韩国车企很受伤
总额高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通胀削减

法案》上月落地，为美国消费者购买北美生产

的电动汽车提供每年7500美元税额减免，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现代、起亚等韩国主要

车企并没有在美国设立电动汽车工厂，意味

着它们被排除在税额减免对象之外。对于正

以性价比优势积极攻略美国市场的韩国车企

而言，这无疑是沉重一击。

汽车产业是韩国支柱产业之一，也是第

二大出口品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

现代汽车2022年第一季度在美国电动汽车

市场的占有率上升至9%，仅次于特斯拉，若

补贴中断，销量或会受阻。

而与韩国车企在美待遇截然不同的是，

美国在韩车企却享受着大力度补贴。《中央日

报》指出，今年上半年韩国向美国产电动汽车

支付了437亿韩元补贴。美国总统拜登5月

访韩时，还得到了现代汽车14万亿韩元的大

规模投资承诺。

代表团赴美谈判
一边拿着韩国好处，一边在本土给韩国

“挖坑”，面对美国这番操作，韩国坐不住了。

韩国政府联合代表团紧急奔赴美国，会

见美国副贸易代表、商务部助理部长等官员，

就《通胀削减法案》对韩系电动汽车带来的不

利影响交换意见，商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韩国国会针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

决议，敦促美国基于韩美自贸协定等协议，向

韩国电动汽车提供同等税收优惠。

有消息称，韩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安德

根、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李昌洋甚至总统尹

锡悦都有可能访问美国，继续与美国磋商。

美国回应够冷淡
尽管韩国反应强烈，美国的回应却足够

冷淡。对于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翰提出

的电动汽车补贴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

利文只是表示“有必要再认真研究”。韩国代

表团赴美交涉时，美国的反应也只是“感到意

外”“表示遗憾”，并没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美国不免让韩国心寒，韩国国内

也逐渐看清了美国的两副面孔。有韩国高官

透露，尹锡悦政府将美国这项新法案视为背

叛，“犹如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

彭博社认为，由于韩国在美国主导的“印

太经济框架”和“芯片四方联盟”中发挥重要

作用，此次摩擦或会导致韩美经济与安全合

作复杂化。有韩国官员表示，可能考虑暂停

与美国在芯片等领域的合作。

正如韩国《中央日报》所说：“难道价值可

以共享，利益就不能共享？在美国国家利益

面前，价值同盟形同虚设。”本报记者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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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视觉/戚黎明

“呦呦鹿鸣”“花溪叠瀑”“鱼步微澜”“屋

顶花园”“露天舞台”……这里是岚皋路216

号，远看像一处景致，走近才瞧清楚是一座校

园——普陀区洵阳路小学，“洵阳十景”点缀

其间，一步一景，景景有趣。这也是担任洵阳

路小学校长25年的朱乃楣的一件“文化作

品”，她和学校的老师们携手打造了“心中的

校园”，自己设计文化场景、空间布局，“让一

砖一瓦，一墙一景，目之所及皆是美好，让校

园景观拥有教育的力量”。

在朱乃楣眼里，教育的力量就是要让孩

子成为身心自由的人，要让他们对世界始终

充满好奇心和探索的欲望，要让他们成为热

爱生活、内心美好、精神丰盈的人。这股教育

的力量，也把洵阳路小学打造成了老百姓信

任的、首选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父子上同一所小学
居民龚方小时候就在洵阳路小学就读，

等到儿子龚海川要上小学了，全家经过商量，

决定还是让儿子去洵阳路小学。

“相比我读书时，如今的学校精心设计校

园文化景观，处处都能感受到丰富的育人元

素。学校还新建了创新实验园、艺术畅想园

等，提供学生丰富的学习体验。”龚方选择的

理由很简单，也很实在。

父子两代人上同一所小学，是洵阳路小

学富有吸引力的一个缩影。小学创办于1958

年，无论是校舍设施、师资配备还是校区生

源，都是最普通、最平常的。1998年，在洵阳

路小学做了10年教师的朱乃楣担任了校长。

随着学校课程研究的不断深入，原先的校园

环境和学习空间，已无法满足孩子们无边无

际的想象和天马行空的创意。“我希望能有一

个让他们身心舒展、自由生长的空间，更希望

学校空间是一个可以让孩子成就梦想的地

方，点亮未来的地方。”

在朱乃楣的带领下，学校用了近6年时间

改建校园空间，“上天入地”，开发出近1500平

方米地下活动场域，设计了“WIDESPACE”4

大课程空间。孩子们每天在空间站里尽情地

“玩”，像工程师、艺术家、科学家一样学习、探

索、发现、创造，成就自己的梦想。当空间设

计与课程融合，孩子们对美的体验、创作的灵

感一触即发。

学生回母校当老师
足球场上，学生孙激钦不小心崴了脚，受

伤下场。队伍获得冠军后，他一瘸一拐走向

领奖台，一双有力的大手扶住了他，原来是校

长朱乃楣。“长大了想当足球教练，还是成为

一名体育教师？”“想成为体育教师！”“那你一

定要努力，你很有潜质，我看好你！”

2014年，大学毕业的孙激钦又踏进了曾

经就读的校园，这次他是来参加面试的，希望

能够回到母校当老师。“这些年，我一直想着

母校的美好，想着老师们的教诲，想着朱校长

的鼓励期待，所以我就来了。”孙激钦告诉记

者，当面试他的朱乃楣问他为什么回来当体

育教师时，他的回答是发自内心的：“只为儿

时您为我种下的那颗种子，它需要在洵小新

的土壤下生根发芽，我相信自己的圆梦，是为

了更多孩子像我一样终身受益！”如今，孙激

钦在母校已经工作8年，还当上了体育教研组

长、校园足球总指导员。

建构新的教育价值观，努力回归教育本

原，让每个孩子的内心世界丰富而有追求，这

是作为上海市特级校长的朱乃楣一直追求的

目标。从课堂教学改革，到今天的“分科 ·综

合”课程教学新形态，她用整整25年进行研

究，不断改进。特别是“主题-广域-模块”低

中高三学段递进式综合课程体系，上午分科

学习，下午开展以“玩”为主的综合课程，为孩

子们提供丰富多样的个性化课程，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有了明显提升，较好地实现了教学

的有效性。

公平优质的教育理念得以落实和转化，

开辟了一所家门口好学校不断提升育人质量

的新路径。2011年洵小成为首批“上海市新

优质学校”，跃升为“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

绿色指标”监测名列前茅的高质量学校，2014

年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

号，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洵阳经验”，被誉为

“上海基础教育的一张新名片”。朱乃楣也先

后荣获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市新长征突击

手、市五一巾帼奖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