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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起劳动教育，不少人的第一反
应是传统家务劳动，洗衣做饭、给长辈洗
脚、打扫卫生⋯⋯然而，在天台县中小学
校里，正构筑起一片独特的劳动风景。
这里将中小学劳动教育“提档升级”，建
应用、造基地、改课程，乡村劳动课程设
置五花八门，让孩子们化身为木匠、采茶
师、非遗传承人等，劳动场所搬进了农业
大棚、茶园、工坊、营地、科学展馆等，不
断重构劳动教育生态，让孩子们融入自
然，体验农事，品味非遗民俗，传承乡土
文化。

天台打破学校围墙，统筹全县劳动
教育资源，打造“乡村名校劳动课堂”数
字应用平台，全县48所中小学校共建共
享劳动精品课程和校外活动等。

“好多课特别有趣！我们很喜欢！”
听说孩子们高度评价劳动课，我们也跃
跃欲试，近日赶到天台现场体验了多种
生动有趣的劳动课。

玩转校内劳动场景

白鹤镇中心小学有着天台县最大的
校内基地——占地 24 亩的“桃花源”乡
村农科院。眼下，基地里油菜花、梨花、
桃花盛开，绿油油的小麦开始抽穗。“小
麦、油菜收割后，我们就带着学生种水
稻，一年四季都有农事忙。”白鹤镇中心
小学党支部书记陈孝云说。

走进基地，4 个班级上百名学生分
别上着烹饪、种蔬菜、动物饲养和小鸟安
家课。老农艺师带着我们和一些学生在
耕梦园里种土豆、生菜，手把手教着翻
土、播种、浇水、施肥。另一边的露天营
地上，四口大锅一字排开，热气腾腾，孩
子们正热火朝天地包着饺子。

在天台，每个学校都有劳动教室，课
堂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在三合镇中心小
学，我们挑战制作因千年古村得名的县
级非遗传承项目“灵溪垂面”。一人负责
将面条轻柔地搓均匀，一人将面条像纺
线一样缠绕到两根竹筷上，就完成了“上
面”工序。从面粉到垂面，一共要用 20
多小时完成10道工序。

“做完了，学校食堂会煮给学生吃，
加上鸡蛋、冬笋、木耳，非常美味。”语文
老师周优优从前年开始兼任劳动课老
师。为了做好跨学科教学，他专门跑到

村里向非遗传承人讨教，前后学了半年，
跑了几十趟。“年轻人会做垂面的少，不
想它被遗忘。”周老师说。

三合镇中心小学在角角落落建起了
七大劳动景区，眼下这里的“春耕”生产
氛围浓厚：百草园依次种下了芍药、乌药
等中草药；百果园里杨梅树、李子树等果
树开花⋯⋯

在平桥镇中心小学的劳动教室里，
我们人手一块木板，体验书法木刻课。
我们和小学生一起雕刻“勤劳”二字。我
们左手握着刻刀，右手拿着橡皮锤大力
敲击木板，几刀下去，原本平滑的木板便
有了立体感。“刻刀不要对准自己。”六

（5）班学生夏昕远一边雕刻，一边提醒
我们。

“我们学校崇尚书法艺术，很多学生
都写得一手好字。”授课教师孙尚君的父
亲是一名木匠，看到校内一棵樟树枯萎，
丢弃了十分可惜，就萌生了木刻书法的
想法。现在，孩子们的木刻技术越来越
娴熟，动手制作了学校的路牌、楼名等。

通过挖掘天台县丰富的农耕文化和
非遗文化，各中小学因校制宜，打造了一
校一特色精品课，如坦头中学“小葫芦大
世界”、屯桥中学的“木工坊”、始丰小学
的“小厨神”、螺溪小学“千里吉贝”、赤城
街道中心幼儿园“整理大集盒”等。在天
台，每个学校每学期还会设立一个劳动
周，举办瓜果蔬菜展销会、集市义卖、庆
丰收运动会等。

拓展校外实践活动

天气渐暖，田间地头一片农忙景象。
三合镇中心小学有 1100 余个校外劳动
点，就是 1100 余名小学生的“自留地”。
我们跟着六（2）班小学生鲍诗妍，带上锄
头、水桶，来到她的“自留地”里，将土壤翻
掘、打散，加入各种配料，用草木灰、花生
壳、农家肥等，拌合成营养丰富的种植土，
再插上红薯苗。“去年我的地里种出了班
里最大的红薯，有7斤多重。”鲍诗妍说。

“在乡村，每家每户都有地，就让家

长给孩子拨一块地，3 平方米，耕种统一
的作物，丰收时学校再来评比。”三合镇
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周兆金介绍，校外
还有两亩稻田，每年都由六年级学生耕
种收割。

春耕时节，劳动课堂正当时，学校将
劳动教育延伸至农业种植基地。位于天
台县现代农业园区的农合园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由天台县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投
资，占地 30 多亩，集休闲观光、研学体
验、科技展览于一体。开学后，已经有
15所学校来这里上过课。

我们迈入其中的漫游农科馆，感觉
好似一个巨大的植物迷宫，虽然面积只
有 16 亩，却种植着 100 多种农作物。根
据栽种模式不同，这里划分为柱式栽培
区、复合栽培园等。整个馆区采用物联
网管理，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状况，监控
棚内的温度、湿度、设备运行等，让学生
全方位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的魅力。

“今天上课的主题是‘玉’见你真
好。”恰逢有学校实践，基地负责人蒋慧

雅带领学生了解穴盘育苗法。我们每人
领到一颗玉米种子，在一排装满土的小
格子里挖开一个小洞，放入玉米种子，覆
盖上松软的土再浇水。这种培育方式不
易失水、伤根，成活率更高，也方便孩子
将育苗盘拿回教室观察。

在现代农业园区里，里田农业、本心
农业等智慧农企都参与到校外劳动实践
教育中来。为破解劳动场所短缺难题，天
台县积极整合校外资源，汇聚了一批校外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开辟了更为丰富的校
外课程。如智慧研学唐诗营地的剪纸、干
漆夹苎等非遗传承项目，寒山多彩田园研
学基地的烤面包、剪纸，和合人间文化园
的一根藤项目⋯⋯目前，天台县共拥有民
间劳动实践基地16家，年接待学生超3万
人次。

一键下单预约课堂

“我们基地共推出了 13 门劳动课
程，都可以在浙里办预约。学校上午下

单，下午就能来上课。”天台农合园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蒋慧雅说，自从天
台县教育局推出“劳动课堂”数字应用平
台，大家再也不用园区、学校来回跑。

打开“劳动课堂”应用平台，我们看
到校外劳动基地课程简介、预约情况、地
理位置等信息一目了然。学校、家长都
可预约，校外基地同步收到弹窗提醒。
随着平台迭代升级，还集聚劳动模范、手
工艺人、民间匠人等有一技之长的人才，
供学校、校外基地、社会团体选择。春季
开学以来，全县中小学已经通过平台组
织了37次校外劳动课程。

2022年8月，天台县“劳动课堂”数字
应用平台在浙里办上线，有效破解劳动场
所不足、专任师资紧缺等难题，在去年还
入选了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
共同体项目。

平台一屏直播全县劳动教室上课情
况，呈现全县学校劳动教育雷达图、精品
课程开发等信息。截至目前，平台用户
注册数达到 12 万，覆盖中小学 48 所，精
品课程数量有127门。

平桥镇中心小学“一把蚕丝扇”精品
课是平台上的热门课程，被外国语学校、
赤城小学、福溪小学等19所学校预约52
次，授课老师徐蓓蕾是一名科学老师。
在天台，劳动课专职老师不多，大多由数
学、语文、科学、体育等各科老师兼任。

“由于教师数量不够，教学资源有
限，通过数字化平台让精品课程共建共
享，把不同学科教师兼任的劣势，转化为
跨学科、无边界学习的优势。”天台县教
育局党委委员叶安逸说。

据透露，今年天台还将建设一个县
级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占地219亩，投资
1000万元，包括围炉煮茶、竹林探宝、地
质科考等20多个教育场景，建成后全县
中小学轮流到基地上课体验。“加强劳动
教育对于构建家校社一体化育人体系、
激活校内外教育资源、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具有重要意义。”天台县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陈立构说。

天台统筹全县资源打造独特课程——

劳动课上“春耕”忙
本报记者 杨 群 见习记者 张熙锦

在很多人印象里，小龙虾是夏季的美
食。然而，温州凭借冬季暖和的气候优势，
利用水稻收割后的间隙，养殖稻田小龙虾。
与湖北、江苏等主产区相比，稻田小龙虾早
一个月上市，价格也要高出不少。

稻虾轮作，实现“一水多收”，带动农
民增收。温州吸引了江苏等小龙虾主产
区的一些养殖户前来。眼下正是温州小
龙虾上市的季节。近日，我来到位于平
阳县的浙之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小龙虾
养殖基地，挖掘稻田小龙虾春季上市背
后的秘密。

每天一早先巡塘，腿
勤眼要亮

早上6时许，我从温州市区出发，进
入平阳县城的湖屿村。这里湖田纵横交
错，连片的虾塘一眼望不到边，2230亩的
稻虾养殖基地就落户于此，湖屿村因此
获得了“浙南龙虾第一村”的金字招牌。

从湖屿村再向南行驶几公里，在鳌
江中下游的麻步镇，又有连片的稻田，田
埂边竖着一个个小龙虾养殖基地的牌
子。“就是这里了。”我在浙之鲜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的牌子前停下。

“来得正好，先去塘边看看。”养殖基
地负责人陈洲正好赶了过来，他说，三四
月份，湖北、江苏等主产区的小龙虾还没
集中上市，全国各地来温州收购的客商
很多。看好温州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有
着 10 多年小龙虾养殖经验的陈洲在两
年前从江苏转移到温州养殖小龙虾。

放眼望去，连片的水田，田埂边围着
围栏，组成一个个养殖小龙虾的虾塘，虾
塘里布满了水草，小龙虾在里面跳跃、穿
梭。陈洲介绍，他们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先到虾塘边巡逻一圈。“这个应该比
较简单，要不今天就让我当一回巡塘工，
给你打下手吧。”我迫不及待地提议。

“巡塘要看水温、看水质、看虾的密
度，来不得半点马虎，没那么轻松。”陈洲
严肃地提醒，养殖小龙虾要时刻盯着，不
能放松，如果虾塘里出现状况，要提早采
取措施。“如果虾拥挤在一起，密度大了
会影响生长，甚至出现死亡，要分出一些
到其他塘里，或者增加饲料投放。如果

水变得浑浊，说明龙虾活动得厉害，也要
注意。”陈洲向我传授注意事项。

“凭肉眼，怎么辨别水质好坏和虾的
密度？”我在虾塘边看了许久，还是没看
出啥名堂。陈洲蹲到田埂边对我说，如
果虾跟虾挨到一起，就容易发生碰撞，水
面上气泡比较多，就说明虾生长的密度
太大了。“你看，今天的水温是 15 摄氏
度。”他指着一个设备说，如果水温出现
波动，也要注意。

我跟着陈洲的步伐，沿着虾塘边的
小路往前走，每走几步就蹲下来记水温，
然后再俯下身子掰开水草查看虾的状
态，活蹦乱跳才放心。我看完3个虾塘，
就觉得有些腰酸背疼。

“一共几十个塘，我每天步行巡塘的
距离至少 4 公里。”陈洲笑着说，巡塘不
仅腿要勤，眼睛也要亮，一天也不能落，
塘里的情况随时可能有变。

无人机喂食，既快又
精准

说着，陈洲将我们带到管理房。地
上摆放着各种虾笼、几艘小木船，还停着
一架无人机。“1号塘正常投放，3号塘增
加10斤饲料。”陈洲根据巡塘的情况，对
虾比较活跃的塘里增加了食物投放。

“来搭把手。”无人机飞手王贤进招
呼着。我扶住把手，一起将无人机抬到
路面上，又从一旁扛起一袋50斤重的饲
料，缓缓倒入无人机斗里。设置好坐标、
航线。我站在王贤进身后，和他一起操
控无人机。

无人机启动，叶片快速旋转，飞到塘
面上开始盘旋。“哗啦啦⋯⋯”说话间，颗
粒状的饲料如雨点般落到塘里。“这些饲
料，含有高蛋白，是小龙虾的‘主食’，采
用无人机投放不仅节省人工成本，还能
投放得更加精准、均匀。”王贤进说。

一个足球场地大小的养殖虾塘，使
用无人机 10 多分钟就解决了。如果人
工操作可能要40分钟以上，还难以保证
撒得均匀。“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小龙虾
也要按时给他们‘用餐’。”王贤进告诉
我，如果水温偏低，小龙虾生长缓慢，那
么投喂的饲料就要少一点。

温州小龙虾，为什么能提早上市？
我有些不解。“主要发挥靠天吃饭的优
势。”陈洲解释说，温州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17.3至19.4摄氏度，1月
份平均气温 4.9 至 9.9 摄氏度，水稻田一
般不会出现冰冻情况，独特的气候优势
适合小龙虾越冬生长。

“当然，背后也要靠新的养殖和种植
技术。”陈洲补充道，稻虾轮作有讲究。
近年来，随着龙虾繁育技术突破，育苗、
养殖周期缩短，以及水稻机插机械化普
及带来插秧效率提升，水稻收割后和插
秧前的间隙有很充足的时间养殖小龙
虾，这也是温州小龙虾能够抢先上市的
原因。

“这水中还有一些藻类水草，有啥
用？”蹲在田边，我抓起一把草向陈洲请
教。他说，收割水稻时，他们会留下约
30 厘米水稻秸秆，收割完成后进行 10
天左右晒塘，经过阳光曝晒杀死龙虾生
长、生活环境中的细菌、病虫害等。晒干
后虾塘再放满水，秸秆缓慢发酵，持续不
断提供浮游生物和藻类生长，为虾苗提
供饲料。后面种植水稻时，龙虾的排泄

物和塘内残留的有机质，又可以
作为水稻基肥。

下水抓虾，真没
那么容易

上午 9 时，阳光透过云彩，映
照在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眼看
着小龙虾在塘里蹦来跳去，我巴不得
早点下塘去抓几只。

“来，把水裤穿起来，我们下水去。”
陈洲从管理房里找出几件水裤递过来。
穿上后，我感觉手脚明显笨重了许多。

“等下！不要直接下去。”正当我迈开步
子打算下水时，陈洲叮嘱我下水要慢一
点，要先坐在田埂边再滑下去。原来，这
是一个养大虾的深水塘，边坡陡峭，一脚
迈下去很容易踩空。

我放慢速度，坐在田埂边，等脚底碰
触到塘底后再慢慢站直。这时我发现水
已快到腰部了，脚踩着底下的淤泥，站不
稳也迈不动，深一脚，浅一脚，稍不注意，
就容易翻倒。“水下干活，还真没那么容
易。”我嘀咕着。

“步子小一点，踩到稍微硬一点的泥
土上。”陈洲提醒我，他和另外一位工人
陈明华也下到了水里。陈明华取下固定
在木桩上的笼结，收起一节节网笼，提出
水面用力摇晃。随着一个个网笼从水中
拖出，一个个活力十足的小龙虾便出来
了。我帮着将虾笼拉上来。眼看着倒入
大盆里的小龙虾活蹦乱跳，个头大小不
一，我又有疑惑了：“有的虾个头还比较

小，怎么办？”陈洲说，一些小虾苗会放回
田里继续生长。

扎好步，扶着水中的桩子，我们忙碌
了好一阵，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小龙虾就挤
满了收集箱。“为什么还有小泥鳅和小鱼？”
我揪住一条小泥鳅，好奇地问。陈洲说，
虾塘里生态好，生物种类多。“看，这个小龙
虾肚皮白白的，十分肥美。”优质的环境让
这里养殖的小龙虾个头大、色泽好。

带着小龙虾我们回到岸上。戴上
手套，我开始学习分拣。“要防止手不被
咬到，拿住这个背脊部。”陈洲说，按照
虾大小分为大、中、小三等，行话叫“大
青”“中青”“小青”。我伸手捡起一只中
等个头的小龙虾，正要扔到盘子里，被
陈洲阻止了。“这个应该算大虾，起码有
40 克重。”陈洲提醒我，分拣虾的时候，
仅仅凭借眼力是不准的，有时要把虾放
在一旁过秤。

最近这段时间，大、中规格的小龙虾
出货价每斤分别为 40 元、22 元至 26 元
不等，温州稻田小龙虾很抢手。“不是老
客户我们不卖，光是给温州乐清、瑞安、
平阳等本地的收购商，每天都是供不应
求。”陈洲说。

打个时间差，抢先上市，收益自然
不错。陈洲和我一起算了笔账：稻谷
之外，每亩小龙虾每季可收获 100 斤
至 150 斤，以每季龙虾平均每斤 30 元
计算，每亩总收成可以增加 3000 元以
上。两季稻一季虾或者一季稻一季虾轮
作，一块田现了多种收益。

效益好自然带动养殖户增加。3 年
前，温州全市稻虾轮作田只有几百亩，如
今，全市稻虾综合种养田已发展到约1.5
万亩。“现在好几个养殖基地，都让我帮
他们指导养殖技术。”说着，陈洲又接到
电话，驱车前往几公里外的养殖户虾塘
里去帮忙。

温州气候优势引来江苏养殖户建基地——

这里的稻田小龙虾为何抢手
本报记者 应忠彭

张熙锦杨 群

应忠彭

见习记者张熙锦（右一）在三合镇中心小学
劳动课上学习制作县级非遗传承项目“灵溪垂
面”。 本报记者 杨群 摄

见习记者张熙锦（右一）在三合镇中心小学
劳动课上学习制作县级非遗传承项目“灵溪垂
面”。 本报记者 杨群 摄

无人机给小龙虾“喂食”。 拍友 吴昱燊 摄

记者（左）和工人一起抓小龙虾。
拍友 吴昱燊 摄

记者（左）和工人一起抓小龙虾。
拍友 吴昱燊 摄

平桥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在农合园开垦土地种玉米。 本报记者 杨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