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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31日，国防科工委宣

布陈根甫同志任南理工党委书
记，原党委书记王晓锋同志试用
任校长、同时担任党委副书记，
免去徐复铭同志校长职务。有关
领导充分肯定了徐复铭同志多
年来对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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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付钱的时候都
会小小地内疚一下，再也不像

以前那样大手大脚。”学生袁
京坦言：“算出的生活费账单
给我不小的冲击，我把它拿给
爸妈看，他们感动极了，认为我
长大了，同样也认为我需要合
理规划自己的财务，好好算一
算自己的支出，的确使我清楚
地意识到自己在花钱方面存在

的问题。”
孙同学激动地告诉记者，

“我父亲去世比较早，母亲一

人在家务农，还有一个弟弟在
上高中，全家的年收入少得可
怜，如果我逃课一节就意味着
我的母亲白忙活好几天，这样
的逃课成本岂止是经济账，这

是一笔良心账哪！”与孙同学
一样，通过算账受到震撼的不
在少数。

南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胡连生教授分析，当代大学生
中的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再苦
不能苦孩子”似乎成了千万个
家庭的共同信念。因此，很少有

孩子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考
虑一下自己的“所得”是否都
是那么“理所当然”，自己还应
当为父母、为周围的人付出一
些什么。通过诸如算账感恩一
类的活动，真正触及大学生的
灵魂深处，这样的教育才能有

效帮助他们建立起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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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的江苏省淮安市将修建全
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纪念碑。

横贯中国东西的秦岭 -淮
河一线被认为是中国南北方的
自然分界线。淮安作为一座历史
悠久的文化名城，古淮河贯穿而
过。据介绍，筹建的纪念碑将结

合古淮河历史博物馆等配套设
施，建设一座主题公园，初步选
址为淮安市与古黄河生态园相
邻的西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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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评选

的第三届“十佳法官”昨日揭晓。
他们是：洪泽法院审判管理

办公室主任张贵银、江苏省高院
刑庭第一庭长薛剑祥、无锡惠山
法院前洲法庭副庭长徐琳、镇江
市院民庭第三庭审判员朱宝华、
南京江宁法院淳化法庭庭长吕

润进、扬州邗江法院刑庭审判员
徐莉、徐州市院民庭第一庭庭长
王涛、南通市中院立案庭副庭长
杨志南、盐城市中院行政审判庭
副庭长杨越华、靖江法院江阴园
区人民法庭审判员陈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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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按照大学生的一般
消费标准测算出一个统计结
果。按学费4700元/年、书

杂费及住宿费2500元/年、
生活费 4000元 /年、通讯
费500元 /年、交通费 500
元/年、其他500元/年计
算，这样一来，一个家庭每年
用于一个大学生子女的开销
高达 12700元。而 2005年

江苏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才 12319元。事实上，
不少大学生的实际支出水平
远高于这一标准。

袁京就给记者算了这样
一笔账：每年学费 4700元、

书杂费及住宿费 2500元，

此外，每月父母固定给她的
生活费是 1000元，每周回

家爸妈又会多少再添一点，
每月会有 1500元左右可以
支配。这样一来，每年她一个
人的开销就大约2万元！
“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

钱就这么不知不觉花出去了，
太恐怖了！”袁京有些内疚，

在每个月的生活费中，有2/3
都花在一些“附加费用”上，
比方说打车、逛街，有时去一
次超市就至少花 50元专门
买零食，光是通讯费每月就有
150元左右，闲来无事的时候
还拿着手机“煲电话粥”。

同系的孙圆飞来自山东，

家庭条件并不优越的他这学
年并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所有的生活费都来自有关部
门提供的3000元助学金，连
用来通讯的手机都是借班长
的。“平均每月我有300多元

可以用，吃饭就占去3/4，剩
下的就是通讯费了，除此之
外就没什么花费了。”孙圆飞
感叹：“看着其他同学每月那
样像流水一样花钱，我真是
感到心疼，他们一两个月的
花费我一学年都用不完。还

有同学经常上网，请客吃饭，
乱买东西，到月底不够的时
候就问同学借。唉，真是太不
应该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很
久没有给你们写过信了，提

起笔来感到沉甸甸的……算
账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
算的不是‘账’，其实是个
‘情’字”，“小时候我说等
我长大后要给你们买这买

那，现在我明白了，我欠你们
的一辈子也还不完……”这

是记者从几位同学写给父母
的信中抄录出来的话语。

同学们写给父母的信也
在家长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孩儿，看到你的来信，我们

感觉到你真的长大了！”远在
四川绵阳的李国安先生在给

女儿李添的信中说：“孩子，
数年寒窗虽苦，但同时苦的还
有父母。家境差的苦，家境好
的也苦。总之，劳心劳力地养
育孩子就没有不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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