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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学生营养套餐，一个陌生却又让人产生些

许好奇的名词。它究竟是什么呢？据本报记者采访了

解，它又被大家称为“爱心餐”，兼顾营养与合理价格

的平衡，是将实惠本身与餐点餐品充分结合的产物。

同学们在点菜时可以根据个人口味，以仅仅5元的价

格在十几种菜品中选择适合自己的一荤两素，并可

自行盛汤、无限添饭。这样优惠的价格，有着超越其

作为食物本身的意义———它是“爱心”的凝注，是学

校与食堂工作人员合力的付出，是学校对于家庭经

济有困难的学生关心爱护的体现。

本报记者将视角转向我们的校园———坐落于生

活区第一、二食堂左侧的五元爱心餐便是这一优惠

政策下产出的丰硕果实。金黄色的灯光打在色香味

俱全的菜肴上，窗口前“五元学生营养套餐”的醒目

招牌使它们在食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格外亮眼。学

校于第一食堂和第二食堂都设有五元学生餐窗口。

第一食堂的窗口可谓“历史悠久”，开设时间较长，在

同学们中的知名度较高。而第二食堂的窗口则是一

个十足的“后起之秀”。据本报记者采访了解，第二食

堂的学生餐窗口于2020年12月4日刚翻新开设，尽管

开设时间有先后，但爱与付出没有先后之分。正如第

二食堂窗口的工作人员所言，“让学生省钱，吃上实

惠的饭就是我开设窗口的原因”。爱心餐的支付方式

和大部分窗口稍显不同，需要使用“完美校园”APP

或校园卡进行支付。虽说支付方式略有不同，但是其

操作方法极易上手，相比微信支付宝扫码和现金支

付，拥有着更高的结账效率，能够节约同学们排队取

餐的时间，增加食堂内的人员流动。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五元学生餐，

我们分别采访了来自工程学院20级工程管理1班的

刘晓丽同学与来自经济贸易学院20级国际商务2班

的张任同学，详细了解他们的就餐体验。刘晓丽同学

认为，非常感谢学校和校长推出这个套餐。五元套餐

的份量刚刚好，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口味适中，兼顾

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的饮食习惯，搭配以实惠

的价格，非常划算。而张任同学则说：“常规的套餐份

量可能不太容易吃饱，但是跟食堂阿姨说明情况后，

可以回到食堂打餐口添饭。而食堂打餐口的叔叔阿

姨们也非常乐意添饭，将大勺大勺的饭装进盘子中，

生怕作为学生的我们吃不饱，最后笑脸相迎地送回

餐盘，并且热心叮嘱我们不要浪费粮食，这些让我体

会到了来自学校食堂的温暖，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

家的感觉。真的非常感谢校长，我们可爱的龙叔，太

暖了。”

学校食堂的菜品繁多，对于我们江夏学子来

说———不管是作为勤俭节约的“打工人”，还是作为

豪爽干脆的“干饭人”，五元学生餐的存在是我们江

夏学生干饭道路上的一大宝藏。对于囊中羞涩又偏

爱热食的同学们来说，他们再也不用啃着干涩的面

包，嚼着硬邦的泡面，而是可以大方地坐在食堂里

与朋友们享受着自己喜欢的饭菜。开设五元学生餐

窗口的工作人员们也表示，很高兴学校可以给他们

机会开设这样一个温暖的窗口，在给同学们带来更

加实惠的选择时也带给同学们更好的就餐体验。五

元学生餐窗口的开设，是江夏校园里一个美好的变

化，也体现了江夏办学理念中对学生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爱。

小小爱心餐，以心诠释爱。当同学们热情地分享

着学校食堂五元爱心餐于自己的意义时，它就被赋

予了超越其本身的价值。我们眼前的餐餐相系，是学

校与每位学子心与心的交融，学校投入了人力、物

力、财力，只为不让任何一位学子因吃饭而发愁。然

而，学校对于学子们的关爱之心存在于每一细微之

处。最近一年多来，美好的变化存于校园的每一个角

落，而“5元学生营养套餐”的开设仅仅是一个范例。

它不是起点，更不会是终点，学校关爱学生的初心都

将不断延续。今日的我们，眺望江夏的变化之路、发

展之路，且期待福建江夏学院更加美好的明天！

渊本报记者 吴泓磊 实习记者 陈薇 龙立晓 谢

曾岚/文 李诗滢 戴靖杰/摄冤

经过疫情期间数个月的线上学习，在九月我们

终于能收拾行囊，重新拥抱这阔别已久的校园。新学

期新气象，新的教工食堂暖心上线了，师生员工的期

待终于成了现实。新的教工食堂拥有宽敞明亮的大

厅、舒适卫生的餐桌、干净整洁的操作间、安全美味

的饭菜，简直太暖心啦！

教职工食堂位于图书馆正面的右侧，左侧临着

一条潺潺碧绿的溪流，四周种有婀娜的柳树以及茂

盛的草丛。身处这样一个清幽的环境，给教职工食堂

染上了一缕雅致的气息。食堂大致结构是长方体的，

占地不算很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新开

设了许多吸人眼球、触动味蕾的店铺。

走进食堂，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窗明几净的环

境，一张张餐桌整齐有序地摆放在中央。食堂的墙壁

和天花板刷上了新的白色油漆，四周的窗户也都几

乎改成了落地窗，光线较之前更好了，一改往日阴沉

昏暗的感觉。大门的右侧有一个前台，因为疫情，所

以在上面放着一台红外线体温测量仪，更好地保障

了教师学生的健康。食堂的风格也不再像往日那么

单调，变得更加简洁大方，这样的风格给用餐者营造

了放松舒心的感觉。食堂里的店铺种类也增添了不

少———学子们喜爱的奶茶店，便捷的便利店，散发水

果清香的水果店等等，不再是以前千篇一律的打饭

窗口。餐桌也从以前的塑料座椅改为了木质桌椅，餐

桌旁放有勺筷以及免费的配汤，让大家可以按需自

主选择。

食堂装修后，打饭窗口几近开放，可观看式的厨

房整齐洁净，饭菜的制作过程也清晰可见，令人放

心。窗台上放着可供选择的五颜六色的调料瓶，卫生

干净。不少店铺增添了许多新菜品，菜品的口味较以

前也有了改善，变得更可口了。食堂的制度也做了极

大的调整，周末的时候学生也可以在教工食堂用餐，

这为在图书馆学习、自习的同学们提供了极大的便

利。“中午再也不用去生活区吃饭了，在教职工食堂

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坐在简洁干净的职工食

堂吃上可口的饭菜，疲倦感一消而散”。“感谢校长，

感谢学校，我们不用再走十多分钟到生活区的食堂

就餐了。”在采访中，许多在图书馆自习的同学抑制

不住内心喜悦的心情，交口称赞。

新教工食堂还安排了员工随时在餐桌附近观察

餐桌是否留有用餐垃圾，如果有，他们就会即刻细心

地处理掉，保持食堂用餐环境的整洁。餐盘回收处也

做了新装修，“L”形的造型使大家放置餐盘时更便

捷。另外，食堂还增设了花卉、电视以及展示架，让就

餐人员沉浸在轻音乐的世界里，颇有一番别样的风

味。餐桌旁也设有洗手池、镜子和洗手液，供用餐者

餐前餐后洗手，保持卫生。

食堂是我们的“能量供给站”。食堂菜品的更新

往往比我们想象中更快，每一处细节的完善都是隐

藏的惊喜。教工食堂改造是学校为广大师生谋福利

的一件实事。教工食堂改造的背后是许多人努力的

结果。以细心、耐心，换舒心、放心。我们真诚地感谢

学校领导，感谢所有为食堂改造献力献策、为老师学

生着想的工作者们。新教职工食堂，正为我们书写更

美好的江夏生活！

渊本报记者 周茂妤 吉飞燕冤

云浪苍苍，海水泱泱。福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起点和东南沿海文化大省，地杰人灵，名胜众多。其

中，具有本地特色的货币文化在中华历史长河中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身影。闽商的发展，离不开货币。福建江

夏学院为更好地弘扬“传承闽商精神，彰显专业特色，

做实自贸文章”办学特色，在新学期建设了货币博物

馆，为学子们打开探索货币发展历史的大门。

在学校图书馆西区十楼，陈设庄重细谨的大厅

里，幽谧的气氛给人沉静的讯号，使人瞬间置身于浓

厚历史气息中———这就是货币博物馆。一踏进博物馆

的大门，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博物馆根据

货币发展的历史进程，按照时间顺序和国别区分，分

成四个展区进行展览，分别是：第一展区中国历代货

币、第二展区福建地方货币、第三展区中国货币专题、

第四展区世界各国货币。

踏进货币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完整的时间

轴，上面记载着先秦至今各个时段和货币有关的大事

件，面对着这壮观的历史记载，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敬

畏、崇拜之情。货币是商品交换到一定程度发展而成

的产物，它的体积虽小，却蕴含着深厚的现实意义。在

这四个展区，我们都能看到货币的发展形式：由繁到

简，由大变小，由重到轻……货币随着时间慢慢发展，

经过多次的修改、调整才到了今天如此轻便的纸币和

时代的产物电子货币。货币是历史的见证者，是前人

留给我们了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透过玻璃往下看，

可以看到经历历史风浪沉淀后的货币静置在柔光下，

熠熠生辉。虽然我们无法亲身体验那一段段精彩绝伦

的历史，但凭着这些前人留给我们的第一手资料，我

们得以感知和了解那一段被时间掩埋的历史。

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说历史会说话，那货币必

定是那陈述者、见证者。货币的更新换代史是历代王

朝的更替兴衰史，也是一部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人文

史。我校建造货币博物馆的初心，就是希望广大师生

在科技蓬勃发展的当今社会，能够借古观今，努力进

取，更好地延续古物的意义。“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

今”，货币就是最好的借鉴者。五千年的上下求索，货

币文化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财富，

它的传承与创新也将会是一条漫漫长途。

作为展示学校办学特色、传承学校历史文化的重

要窗口，货币博物馆不仅是我校特色实物馆藏建设的

重要平台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还是我校落实

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和“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建设的重

要基地。福建江夏学院货币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广大

师生更深刻地理解我校传承闽商精神的办学特色，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具

有重要意义。不仅仅是为了普及金融钱币知识，了解

各国货币历史，更为了发挥好金融教学实践基地和爱

国主义教育园地作用，拓宽大学生的知识范围，让学

生自觉传承弘扬货币文化。

岁月失语，货币能言。钱币既是商品交换的手段，

也是十分特殊的文化载体。货币的变化浓缩了历史几

千年的进程。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对货币文化感兴

趣，快来货币博物馆参观吧！

(本报实习记者 罗歆怡 洪依林)

“水中优雅舞婆娑，红掌轻舒漾碧波。颈曲仙姿

浮靓影，翅开婀娜映香荷。羽毛似染羲之墨，清唳如

吟季子歌。闲步云龙湖柳岸，怡情细赏黑天鹅。”这正

是我校月牙湖中黑天鹅的真实写照。

黑天鹅作为天鹅家族中的重要一员，我们却很

少能在日常生活里看见其踪影，而你是否注意到我们

校园的月牙湖中正有两只黑天鹅？黑天鹅是鸭科天鹅

属的一种大型游禽，具有天鹅种类中最长的脖子。这

两只黑天鹅全身羽毛卷曲，大部分呈黑色，但腹部为

灰白色，飞羽为白色，就好似穿着一身高贵的晚礼服。

它们有着明亮的红色蜡质鸟喙，靠近端部还有一条白

色的横纹，眼睛是红色的，像两颗小小的红宝石。

初见那黑天鹅，是在一个清晨，在静而深的湖面

上，黑天鹅用宽蹼无声地追逐水波，徐徐滑行，两侧

的羽绒好似阳光下的白雪消融闪烁，巨翼载着它，像

那航船坚定地在和风中前行，它昂起颈脖掠过了芦

苇，又弯下在水面激起涟漪，优美的曲线像一个芭蕾

舞者。它把黑喙藏进耀眼的颈脖，似乎是在和那骄阳

捉迷藏。月牙湖静，黑天鹅动，一动一静构成了这动

人的画面，使人难以忘却。

只要你与黑天鹅初见一面，就会忍不住更想深

入了解它们。与白天鹅相比，也许黑天鹅没有那令人

联想到纯洁的纯白的羽毛，但黑天鹅的黑羽也有着

其独特的魅力。黑天鹅的寓意是孤傲、孤寂、机遇，象

征着自己的内心与其他群体不同，那是一种孤单高

傲的意境。如果白天鹅象征的是美丽、怯懦、娇柔、纯

洁无垢的少女形象，那么黑天鹅所展现的则是具有

孤傲高贵的气质的成熟女性形象。而同时，黑天鹅对

伴侣的忠贞之心也值得我们赞叹。黑天鹅是世界上

感情最专一的动物，它们遵守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在

伴侣的选择上，很多天鹅宁可孤独终老，也不随便将

就，一旦一对天鹅结成连理，就会非常恩爱，出入成

双，它们一起觅食、休息、戏水，相伴一生。如果一只

不幸死去，另一只会终日抑郁哀鸣，宁可孤单寂寞，

也不再另寻伴侣。不仅如此，黑天鹅也非常顾家，由

双方共同抚养后代。它们会让孩子跟在自己身边游

水，会把小天鹅驮在背上，对小天鹅疼爱有加。

除此之外，黑天鹅也有着天鹅家族众所周知的

优点———天鹅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追求“天鹅

颈”呢？仪态美学专家们发现，通过脖子向上的拉伸，

会使整个人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能够让人

感受到活力。颈部优美的线条不但符合人体结构上

的美学，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向上的生命状态，才能

创造出生活的种种美好。

时至腊月，福州的天气已经逐渐转凉了，月牙湖

周围的小树林也褪去了绿色，落叶飘飘。这些落叶在

空中打转后或许平稳地掉落地面，又或许随风掉落在

来往的同学们身上。在寒冷的季节里，我们可以通过

添衣等方式来御寒保暖，而即使黑天鹅们自始至终都

是用那漆黑的羽毛来面对校园里一年四季的气温变

化，却依旧意气昂扬地畅游于湖面上。或许正是这两

只黑天鹅所显现出的积极向上的状态，让校园小径上

来往的同学们不禁停下仓促的步伐，去观察和学习它

们身上所透露出的不畏寒冷、昂扬向前的人生态度，

而后，带着它们所赋予的力量继续奔向远方。

(本报实习记者 吴静 曾莉 陈琳/文 摄影部配图)

新教工食堂，暖心！

自豪，省内高校的第一家货币博物馆

告别了炎夏之酷热，挥别了假期的倦怠，随着朝

气蓬勃的学子们归来，沉寂已久的校园，又恢复了往

日的活力。与此同时，阔别已久的校园悄悄发生的微

妙变化，给全校师生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新体验。

刚入学的大一新生最期待的校园活动场所莫过

于充满青春活力的体育场。悠悠漫步于教学区的林

荫道，随着校园地标公告牌的指引，乘着十月微凉的

风，伴着篮球场传来的欢声笑语，不知不觉间，就来

到了体育场的大门前。

在过去的体育场里，除了放学后孤寂的绿茵草地

和男孩子们热衷的篮球场，能给同学们运动的场所少

之又少。疫情的突然来袭让校园安静了许久，往日热

闹的场地也沉寂下来。而学校正是利用这段时间对体

育场的设施进行了新建设。走近新的体育场，400米绿

茵场映入眼帘，环抱左右的有篮球场、田径场、体育

馆、羽毛球场和正在建设中的网球场……从前单一的

体育设施在短短的几个月后变得丰富多样，给师生进

行体育运动、培养体育精神提供了空间。

如果时光有记忆，定格在青春年少的剪影一定

少不了篮球。在进行翻新后，原本“伤痕累累”的篮球

场展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深浅不一的坑洼被填补

完整，暗绿的色块和白色的线条整齐地排布在篮球

场上。学生们在焕发新容的篮球场上肆意挥洒着汗

水，在球场上展现自我风采，好不热闹，随着每个漂

亮的进球而起的喝彩声，是青春的声音，更是活力的

声音。

在每一个热爱网球运动的同学的期待下，我校

的网球场也即将竣工，我们的校园将又新添充满青

春气息的一隅。一眼望去便可看见那暗绿色的防滑

漆，这是学校为同学们安全着想的细心设计。再往里

瞧，里面摆列的设施让人跃跃欲试。“我最喜欢的一

项运动是网球，没想到来到的学校真的有网球场，虽

然它还没有完工，等它建好之后我一定会每周都

去。”来自20级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2班的段巧晶

同学如是说。阳光透过防护网洒在地面，闪耀着金

光，仿佛映射出了网球少年跃起挥拍的身影……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建设体育

强国是我国现在重要的任务之一。只有完善了校园

里的体育设施，同学们才能在体育场上进行各项体

育活动，展现自我，为体育强国建设施展自己的一份

力量。多样的体育设施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具有重

要性意义。当喷洒运动场扬起的尘埃和水在阳光的

照射下折射出一道若隐若现的绚烂彩虹，当你疲劳

时想要身心放松，何不来体育场走走，与运动为伴。

体育场有更多的美好等你来发现！

(本报实习记者 姚一斌 郑雕棋)

餐餐相系 心心交融
要要要五元学生营养套餐太暖啦 2020年12月，我们迎来了“六秩办学，十年本

科”校庆。而中通道的三个新建筑———“日晷仪”、“穿

梭之眼”、“勇攀高峰”也在这个充满收获的季节里完

工，使美丽的校园更添风采。

从天桥往下直走，伴着清新的空气、朝气向阳的

花朵，映入眼帘的是呈阶梯状依次叠加的方块上摆

着一个日晷仪。日晷仪是观测日影计时的仪器，主要

根据太阳影子的移动来记录时间，当早晨太阳从东

面的天空上缓缓升起，日晷仪也悄悄开始运作。通过

日晷仪的记录，不禁让我联想到了创立江夏之初。而

记录下的时间，彷佛见证了江夏几十年来的发展历

程。犹记成立之初的江夏，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留

下了历史的记忆，走到了现在。

走过时间的历史长廊，我们来到了下一个建筑

物:穿梭之眼。建筑物的造型和名字呼应，中间留了

个方形的波浪似的小孔，彷佛是经过时空的穿梭悄

悄留下的痕迹。上方围绕了几只意欲飞翔的鸽子。穿

梭过去，来到了现在。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

序。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十年，江夏十年的历

史，犹如年轻的智者，向我们散发独特的魅力。校园

文化是具有渗透性的，在穿梭之眼上，承载的是江夏

十年来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如和煦的春风，将生机

飘散到每一位学生的心间，在心底留下芳香，让芳香

渗透在我们的言谈举止之中，将“博学于文，修身以

德”的校训融入其中。通过对这类建筑物的观赏，我

们能感受到校园文化正在慢慢渗透进我们的心灵以

及行动之中。

紧接着来到的是一片希望之“海”。经过林荫广

场，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之中。穿越绿色之

海，我们可以看见在靠近月牙湖的边缘有一块甲板，

甲板上竖着“勇攀高峰”的建筑。雕塑以一位学生的

双手向后展开，裙摆扬起的姿态呈现。值得注意的

是，学生的头顶以书本为航向标，将书置于头顶之

上，书本的尖端向上而触，象征着用书本的知识去探

视高峰。当我们攀登高峰时，不应只靠书本上的知

识，更应该带着一种传承校园文化的信念去攀登。而

攀登的前提是基石，没有基石，何来勇气？我们的校

园文化就是我们的奠基石。带着过去积淀的文化，经

过时间刻画的印记，这就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积累

出来的基石。新启航，新起点，高峰就在那儿，用我们

的双脚去努力攀登！

这次校园文化景观的建设，有利于让学生们处

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陶冶情操，启迪心智，促进青年

学生的全面发展。任何一种校园文化，一经形成之

后，必将传承下去，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消失。此类文

化景观的建设，不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对现实的

激励，未来的昭示。校园文化是实现文化强国的基础

性工程，办好校园文化，对于国家文化强国的建设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

江夏的各位学子，让我们一起攀登高峰，引领

未来！

(本报实习记者 苏颖 陈丹)

中通道，又新又美

羽似羲墨，清唳如歌
要要要月牙湖里的黑天鹅

翻新运动场，美好无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