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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讯·

读好书与有书读
同样重要

听说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行
动来到了谷城县赵湾乡，53岁的张
青连老师非常激动。张青连把大半
生心血献给了学校，她比谁都懂得，
让孩子们读好书与让孩子有书读同
等重要。

1987年，张青连参加工作，成为赵
湾乡中心学校的一名教师。36年间，
她在赵湾乡多个村级小学任教。“最早
的时候，一二年级集中在一个班级上
课，一个老师要上班上所有的课。”张
青连回忆，那时一天8个小时都在讲
台，上一整天的课。

从全科老师，到现在教五年级数
学，一直担任班主任的张青连工作很
紧凑：早上6点半，督促学生早读、上
课、吃饭；晚上8点，下了晚自习为部分
学生补课。

山村学校的教师，照顾学生吃
住，也要关心冷暖。有一年，学生徐
刚在上课时突发疾病，张青连把个
头比自己还大的徐刚背到医院，不
仅自己垫付了医药费，还在医院照

顾他。出院时，徐刚给老师写了一
张卡片，“您不是我母亲，却比母亲
更关心我、理解我，您是我永远的好
老师。”

36年间，张青连家访学生里程累
计3万多公里，为困难学生垫下一万多
元的书杂费。

为了搞好教学，张青连给自己充
电，向有经验的教师请教教学经验，周
末的时候也会上一些培训班。这些
年，她潜心钻研教材，想了很多办法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每次上课，她都会
提前进教室，给学生点拨指导，答疑解

惑。每次晚自习后，她也
会抽出一个小时给学生辅导

功课。
年复一年的满负荷工作，张青连

嗓子哑了，腰椎间盘突出和颈椎骨质
增生的毛病也找上了她，有时她还会
头痛、头晕、手脚麻木。2003年，张青
连声带长息肉，说话都吃力，医生劝告
她不能劳累，注意休息。但她还是把
班级的学生放在第一位，上课累了，她
就喝口水润润嗓子继续上课。这些
年，她所在班级连年被评为先进班级，
她曾教的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成
绩，也几乎年年名列全县前茅。

张青连见证了赵湾乡教育的发
展，也更明白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需
求。“大山挡不住孩子的求知欲。但是

在为孩子提供教育这件事上，教师和
课本不是唯一的途径。能真正打开孩
子视野的，还有更多优质的书籍。”张
青连说。

让好书照亮前行方向

今年13岁的七年级学生王紫汝
喜欢看书，这学期老师推荐的两本书
《朝花夕拾》和《骆驼祥子》，她早早看
完了。利用课间和午休时间，王紫汝
经常到学校阅览室里看书和借读，她
对故事情节类书籍很感兴趣，《平凡
的世界》《桥下一家人》等都列入了她
的书单。“我平时喜欢看作文书、小
说、名人传记等，现在正在看《草
屋》。”她说。

这次公益行动，拼多多向当地捐
赠各类图书4000余册，《小王子》《呼

兰河传》《海底两万里》《上下五千年》
《爱的教育》《童年》《红与黑》《复活》
《百年孤独》……图书品类丰富，王紫
汝也很兴奋。“我们要珍惜大好读书
时光，让手中的书籍照亮前行的方
向。”

赵湾乡中心学校是拼多多“为
你读书”公益捐赠行动的其中一
站。从 2021 年 4 月起，拼多多确认
知识普惠为长期战略，联合媒体、作
家、出版社等，走进中国偏远的山区
中小学，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你
读书”公益捐赠行动从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开始，目前已走进了湖北、新
疆、青海、甘肃、贵州、云南、安徽、江
西、湖南等省、自治区的偏远地区，累
计捐赠图书近30万册。未来，这一公
益活动将继续进行。

让孩子们多多读书
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行动走进湖北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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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革命老区湖北省襄阳市谷城县赵湾乡收到了一份春天的

礼物。前不久，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行动走进赵湾乡中心学校，为这里

的师生带来了4000多册优质图书，以及电脑和文体用品等，鼓励孩子多

多读书，增长知识和技能。

赵湾乡位于谷城县西南角，距离县城70公里，平均海拔1200米。

这里山高路险，因交通不便，师生们多年来延续着“十天上课、四天休息”

的传统。

“赵湾乡有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两个教学点。住得最远的学生上学

要走40公里，这里的学生九成选择住宿。”赵湾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

校长巩文建解释道。近些年来，赵湾乡的教学质量一直稳居全县前列，

“好好读书”成为师生们朴素的认知。在这里，教育是

照亮孩子走出大山的一道光。

学生们在聚精会神上课 巩文建 摄

王紫汝同学分享发言王紫汝同学分享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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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阅览室里看着新书 巩文建 摄

张青连老师在上课 巩文建 摄

近日，多家央媒连续聚焦“千万工程”二
十年引领浙江乡村巨变，并梳理一系列数
据，比如浙江连续二十年召开“千万工程”现
场推进会，省市县党政“一把手”悉数出席，
省委、省政府每五年出台一个行动计划等。
这些都见证了浙江实施“千万工程”一任接
着一任干的韧劲。

2003年6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同志的指导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

“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全省启动“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开始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
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

20年过去了，“千万工程”深刻改变了全
省乡村面貌，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一幅村
美人和共富的画卷正在之江大地徐徐铺开。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
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更是前行的明灯。
“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路子，不能再走了！”广
大农民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这个重要发展
理念。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镶嵌在绿水青
山间，尽显江南水乡秀美。然而，多年前的
那些场景让人难以想象：钻头轰鸣、尘土飞
扬，村里遍地是矿场，村民家门口开采石矿，

村庄水体、空气、土地面临持续污染。在“千
万工程”推进过程中，东衡村下决心关停所有
矿场，开始摸索着找到新的出路——制造钢
琴。如今，洛舍镇成了“中国钢琴之乡”。

实事实干，以“千万工程”为抓手，事情
一件一件接着办，久久为功，是建设生态宜
居美丽乡村的途径。2016 年，永康市舟山
镇端岩村端头自然村发起一场“垃圾革命”，
在村民垃圾分类的基础上，二次分拣为 15
类。“垃圾革命”“污水革命”“厕所革命”持续
不断，使美丽乡村形成全域格局。前不久，
在永康召开的第27届中国五金博览会上，
参会客商发现，这里不仅是“中国五金之
都”，更是生态宜人绿色之城。

持续创新，实施“千村精品，万村美丽”的
深化提升，是开创“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

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生动局面的动力。
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地更净，近些年浙江
农村人居环境测评持续领跑全国，2022年浙
江森林覆盖率超过61%。十年前，龙游县詹
家镇浦山村有一家存栏3万多头生猪的养殖
场。关停大型生猪养殖场，拆除农村违建，改
造农房墙体立面，将家门口空地改成“一米菜
园”……以环境整治为起点，浦山村走上发展
新路，靠着浓浓的畲族风情和美丽的村庄环
境，村里引进企业投资，带动村民发展民宿、
农特产品等，在家门口增收致富，村集体经营
收入也连年翻番，增至100多万元。

“千万工程”实施20年，我省在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中顺势展开绿色产业布局，又开
启了乡村振兴的良性循环，广大农民真正得
到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千万工程”背后的坚守和创新
江 坪

可躺式课桌椅面世以来，受到不少学
校的欢迎，被称为“午睡神器”。但近日东
阳市教育局在答复网友“何时能普及新式
课桌解决孩子午休”的建议时称，“午睡神
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诸多弊端，试点效果
不如预期。这一回复引起关注。

为什么不少人看好的“午睡神器”，东
阳市教育局却认为“效果不如预期”呢？

这话并非随便说说，东阳市教育局专
门作了尝试。他们以新建的白云实验小学
某班为试点，发现受教室场地面积、学生人
数等因素限制，如果使用可躺式课桌椅，学
生日常进出座位、打扫班级卫生、搬动桌椅
等都不方便。这也给其他学校提了个醒，
一套可躺式课桌椅并不便宜，有些座位和
课桌还连在一起，使用起来不如传统课桌
椅方便。一般来说，课桌的使用场景更多
集中于日常上课、学习，课桌首先要满足日
常教学功能，如果要兼顾其他功能，则要看
不同学校的场地条件和使用习惯。

所以，“午睡神器”虽好，但它对场
地、使用习惯、管理方式、资金保障等都
有一定要求，并不是放在哪里都能发挥

“神器”功效。用不用，要从师生的切身
感受出发，他们最有发言权。东阳市教
育局没有贸然跟风大面积铺开，其实也
是本着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如果大量采
购之后才发现不适配，那就等于花了钱
又没把事情办好。

小学生虽不一定非用“午睡神器”不
可，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孩子们的午睡问题
都要尽快解决。

东阳各村镇小学的家长都希望早日
解决孩子午休时趴着睡的问题。俗话说：

“子午觉，赛丹参”。午间1小时，让孩子睡
得好、睡得香，这是我们共同的期盼。
2021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管理工作的通
知》，明确要求小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应达
到10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有条件的
地方和学校，应该保障学生必要的午休时间。不过，现实的情况
并不是每所学校都有条件让学生躺着午休。对部分学校来说，场
地和经费是最大的困难。比如，一些教室面积比较小的学校，没
有足够的空间让学生躺睡。也有一些校长反映，没有专门经费去
采购躺睡垫或课桌椅，让家长出钱也不符合相关规定，所以躺睡
的方案一直搁置。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因地制宜，结合现实条件。总的出发点就
是，既要方便日常教学，又能让学生更好地午休。可以探索学校空
间改造和设施设备配置，优化教室布局，利用图书馆、专用教室、体
育馆等公共场所，配备午睡垫等设施，创设午休躺睡条件。比如，
东阳市南马镇的一些学校就使用地方特色草席，学生移动桌椅后
就可实现躺睡，效果不错。

孩子们的午睡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要做到让学生满
意、家长放心。不管采用哪种形式，解决好午睡这件“小事”，最终
是为了助力孩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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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红

近日，云南泼水节“女生颜值越高被泼越
狠”的话题引发热议，有女生在泼水节现场被
过度泼水甚至被骚扰的视频也在网络传播。
有视频显示，一个穿着雨衣、拿着水枪的女生
遭遇周围人集体泼水，中途还有男子上前撕
扯女生的雨衣；还有女生骑电动车经过正在
泼水的人群，被“围攻”泼水后，全身湿透，连
车带人摔倒在地，满脸尴尬和无助。

一些人光顾着好玩，却不顾当事人已经
处在崩溃边缘。被撕扯雨衣的当事人小黄
表示“很生气，觉得很没有边界感”。女孩发
声后，有网友却开始攻击，“你们明知道是这
样，干嘛还来啊，玩不起就不要玩了，躲在家
里就是”。对此，我们该怎么看？

首先，沿袭传统习俗也要遵循公序良
俗。泼水节不仅是傣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
的新年节日，也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疫情过后，重启的泼水节吸引了
不少外地游客，人们希望通过延续了数百年
的泼水节，驱除疾病和灾难，寄托对美好生
活的祈福。原本寓意吉祥美好的习俗，却随
着这些并不美好的话题，被送上了负面热
搜。这些行为损害了泼水节神圣和美好的
意义，也影响了当地民众、游客的心情和
安全。

实际上，据当地民俗专家说，泼水的方

式、位置十分讲究，所用的水也应是清洁干
净的。泼水节一般分为“文泼”和“武泼”，文
泼遵从传统，人们用树枝沾水或者用手舀
水，洒向对方的双肩，以示祝福；而武泼秉持

“泼湿一身，幸福一生”的寓意，会直接用盆
倾倒，但即使如此，也不是粗鲁、毫无尊重的
攻击行为，否则“泼水”就变成“撒泼”了。

其次，不能因个别人的恶劣行径给泼水
节扣上“流氓节”的帽子，但也不能让有些人
以“民俗”为借口，做出满足私欲的“恶俗”
行为。

据当地网友和游客总结，有些人专门对
年轻漂亮的女孩下手，长得越好看被泼得越
厉害，被泼的人还不能生气。“女生颜值越高
被泼越狠”这一话题热议的背后，应警惕一
些人是否在打着传统习俗的幌子，借“泼水
祈福”之名，行“隔空猥亵”之实。倘若如此，
那就不是祈福而是欺负，给游客的感受就是

“被骚扰”“被冒犯”。
“热闹”不应当变成没有边界、没有规矩

的“胡闹”，而应有度，底线便是公序良俗、道
德法律。其实，泼水节前夕，云南已有多地
发布相关规定，要求文明泼水，严禁以泼水
为名侮辱调戏妇女，杜绝粗鲁泼水行为和以
伤害性方式泼水。过节的气氛不能被一小
撮人的粗俗行为破坏，对于骚扰侮辱他人等
行为必须坚决打击，让习俗回归本义、彰显
文明，让游客玩得安心开心。

泼水变撒泼？莫借习俗行恶俗

在餐厅吃饭后想要开具发票，对方表示“不关注公众号就无法开具发票”。类似的场景并不少
见。专家认为，这种强制扫码，让本为便利而设计的新技术应用成为消费者消费过程中新的阻碍和
壁垒。这种行为明显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给消费者的正当要求附加诸多条件，属于限制消费者的
“霸王条款”，必须加以整治。 王铎 作

破除“霸王条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