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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祭扫迎高峰，嘉定、浦东等方向将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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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树笼烟疑带火，山山照日似
悬金。12月的一天，正是暮秋时节，
松江一中的校园大道两边，出现了
这样一幕诱人的景象———两边道上
40多棵行道树上，金黄色的柚子挂
满枝头，扑鼻的柚香溢满校园。学生
的师生正穿梭于柚子树间，仰望累
累果实、感受丰收喜悦，整个校园顿
时诗意满怀。

这是松江一中第二届校园柚子
采摘节的现场。“ 十、九、八⋯⋯三、
二、一”，在全场师生的齐声呼喊下，
上届“ 柚子大王”、“ 柚子精灵”得
主与松江一中谭海岚校长共同摘下

“ 2012年松江一中柚子首果”。这枚
寓意吉祥如意、丰硕收获的“ 首果”
应镰而坠。

谭校长甫一宣告开始，全体同
学奔赴各班柚子树下挥镰摘果、举
手接柚，欢笑声、惊呼声响彻校园。

“ 我的理想就是要来年考取一
所心仪的大学。”一位高三学生将写
满自己心愿的红丝带郑重地系在柚
子树的枝头。“ 微雨洗涤了一夜的尘
埃，秋阳下金黄的柚子招揽着曾经
的故人，用她的甜蜜，用她的芬芳，
我在柚子树下等你⋯⋯”黄子煜、凌
澜联袂为大家带来校园诗人曹予特
为校园柚子节创作的诗歌《 我在柚
子树下等你》⋯⋯

这厢文艺，那厢搞怪。另一边，
第二届“ 柚子大王”、“ 柚子王后”
以及“ 柚子精灵”称号的争夺渐趋
白热化，大家捧着自己刚采下的柚

子，掂量着谁能称为最重的“ 大
王”，谁能成为最轻的“ 精灵”。

柚子保龄球、柚子搬运工⋯⋯
校园田径场上“ 柚子趣味运动会”
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老师！我们
小组创作的这款柚子工艺品的名称
叫‘ 最炫校园风’，做工精良、寓意
深刻，请投我们一票”，柚子工艺品
的制作和评比现场则上演起“ 拉
票”大戏，来宾和师生手中的选票成
为“ 工艺品大师”们竞相追逐的目
标⋯⋯

“ 同学，干杯！”半天精彩的活
动结束，同学们举杯品饮自己制作
的柚子茶。“ 明年的柚子什么时候熟
啊？”一位高一同学的脸上写满快乐
和期待。

摘“ 柚”作诗 松江一中师生乐迎丰收
绿化专家建议中小学可多种果树，倡导生态教育

反方：
市区地方有限，成本也是大问题

据记者了解，正像郭老师所说的
那样，沪上中小学中，种植果树的学
校并不多。记者昨天随机采访了几所
中小学，大部分种植的都是松柏、杉
木等常绿植物，也有少数学校种植了
一两棵石榴树、枇杷树之类的小果
树，但也很少有“ 丰收”的情况出现。

一位市区学校的校长表示，对松
江一中的果树节颇为羡慕，但在选择
校园绿化所种植的树种时，学校所考
虑比较多的还是种植成本、难易程度
等。最终，常绿类的植物自然成为上
上之选。并且，市区学校也不可能有
大片的地方来种树。“ 果树的养护应
该更难一些，学校也不可能投入太多
精力来养护。”

正方：
成本虽高，但让学生更热爱自然

对此，也有不同意见产生。闵行

区莘庄镇小学就是以“ 果树小学”闻
名全市。校长顾庆余认为，校园果园
建设完全可以和树人育人结合在一
起，投入成本稍微高一点，但对于学
生的教育作用却不可估量。

莘庄镇小学的果园是在2006年
开始建设的，现在校园里有桃树、梨
树、柿子树等20个品种的600多株果
树。每年4月底开始，各种水果“ 你
方唱罢我登场”。学校课程办老师
介绍，因为学校就是个大果园，学生
们可以认识各种果树，追踪果树开
花结果的全过程。在亲手种植果树
的过程中，培养了劳动能力，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也学到了很多植物学
知识。

学校目前还组织编写了“ 认
知”、“ 认识”、“ 认养” 三本校本教
材，供学生们课外学习之用。顾校长
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自己学校出去的
学生，对大自然抱有浓厚的兴趣和热
爱之心。学校当初投资的这20多万元
所收获的远远不止这些。

摘柚子，写诗歌，办柚子运动会⋯⋯近日，一场精彩的柚子采摘节在松江一中的校园
里举行。学校无意种下的40几棵柚子树，如今每年都能为师生们带来欢乐的节日气氛。

而据记者了解，沪上校园中大片种植果树的却不多，学校依然“ 保守”选择常绿树种。
对此，专家认为，应该在沪上中小学大力推广种植各类果树、色叶树，以此作为生态教育
的资源。 本报记者 刘晶晶

据悉，这已经不是松江一中首
次举办柚子采摘节了。去年，第一届
校园柚子采摘节的成功举办让学生
们大受鼓舞，人人网上甚至出现了
已 经 毕 业 的 校 友 发 出 的 浪 漫 留
言———“ 明年，我在柚子树下等你
⋯⋯”

而这都源于学校的无心之举。
2005年，学校校园改造，要重新布置
校园绿化。和园林专家商量了之后，
学校除了种杨木、香樟树、广玉兰
等，还间杂了一些果树如橘子树、石

榴树，以及布满校园大道两旁的40
多棵柚子树。“ 当初只是觉得树木看
上去挺大，枝叶繁盛，想当作观赏树
来种的，没想到能出现柚子大丰收
的景象，橘子、石榴就没有种出这种
效果来。”郭老师笑道。

柚子的大丰收让学生们有些
馋，于是校园里就经常出现偷偷摘
柚子的情况。“ 有一次我抓住了几个
偷摘柚子的学生，学生跟我说：‘ 老
师，你不知道这柚子实在是太诱人
了。’”学校教务主任郭宁伟老师告

诉记者，这让他灵光闪现———这不
是最好的校内德育课教材吗？“ 与其
不让学生偷摘，不如组织学生老师
一起摘，还要轰轰烈烈地摘一把。”

“ 就我了解，像市区很多学校可
能没有我们这样的条件去种果树，
让学生享受采摘果实的喜悦，即使
是郊区，种果树的学校可能也不多。
无意插柳种下的柚子树，倒成为了
我们松江一中的一种校园文化特
色。”郭老师说，这让学校老师和同
学们都感到很开心。

摘柚作诗，办柚子运动会
围绕柚子采摘节同学们不亦乐乎

与其学生自己偷偷摘
不如轰轰烈烈师生一起分享收获

沪上校园是否合适种植果树？

校园里是否适合种植果树？市风
景园林学会高级工程师邬志星表示，
果树完全适合在校园里种植，除了果
树，应该大力倡导校园绿化种植品种
多样的花、果、树、草，“ 生物多样化”
的校园才有勃勃生机，也能带来更大
的育人作用。

他介绍说，像柿子树、柚子树、石
榴、梨树、枣树、葡萄藤包括很少见的
枸杞树等等，都很适合种养在校园，
包括市区的学校都可以养殖。

“ 现在的上海学校里大部分都
是常绿树，为什么？简单，好种。但是
常绿树很沉闷、严肃，而中小学校园

就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充满活力
的。”邬志星认为，除了果树，学校还
应该多种些色叶树种，“ 这样一年四
季，学生都能观赏到不同的颜色和风
景。”他表示，植物的种植既是一种
科学教育的普及，也是一种生命教育
的过程。

“ 重视绿化覆盖率，却不重视植
物种类的选择和其背后的意义，太功
利化的学科教育现状下，学校也不重
视生态教育。”邬志星表示，他目前
也正在加紧培养一些学校教师，希望
能普及更多的园林知识，让更多的学
校能够成为“ 园林学校”。

》绿化专家

常绿树太“ 闷”了，校园本该多姿多彩

学生们将柚子做成各种卡通玩偶。

比一比，看谁摘的柚子又大又甜。 本版摄影 通讯员 李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