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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汪培坚 徐丽琴
陈 方

衢州第二中等专业学校有一支特

殊的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两年来，

为了帮助当地一个偏远的畲族民族

村，他们跋山涉水跑了60多趟，行程

超过3000公里；两年来，志愿服务队

从最初的4人发展到了10人，服务的

内容也从单一的生姜种植指导，扩展

至生姜加工及高山蔬菜的种植指导和

包装销售，甚至从农业服务拓展至文

化旅游等领域。

这支服务队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

“最可爱的人”，他们的故事，从一个电

话开始……

一个电话，4名教师组队进山村
2020年年底，衢州第二中专教师

祝轶义接到一个来自老同学的电话，说

江山市上余镇江村种植生姜遇到了很

多难题，尤其是“生姜瘟”，需要帮助。

祝轶义汇报后，学校决定成立一支乡村

振兴志愿服务队，为民解困，为民解惑。

江村位于上余镇塘岭大山深处，海

拔近600米，是江山唯一的畲族民族

村，人口不足600人，经济相对落后。

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根据村庄气候特

点，扶持农户种植生姜，农民收入有了

大幅增长。江村的生姜质量好，很受市

场欢迎，但是，村民大都按照祖传的方

法种植，长期受“生姜瘟”等病害困扰，

靠天吃饭，产量低，有时甚至颗粒无收。

如何解决生姜种植难题，成了江村

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衢州第二中专

的农经专业是省首批示范专业、省级骨

干专业，具有强大的师资力量。

2021年3月2日，开学后的第一个

周二，在省职教名师、特级教师、正高级

教师张容的带领下，包括祝轶义在内的

4名教师进村调研。

然而，教师们的热情却被泼了一盆

冷水。在村民们看来，江村有百余年的

生姜种植历史，他们有祖传的技术，这

群斯斯文文的教师只会纸上谈兵。有

些村民甚至都不愿意和他们聊生姜的

话题。

一时难以获得村民的信任并没有

打消教师们的热情。他们仍然挨家挨

户走访，与村民聊天，甚至还带上菜肴

与村民搭伙，边吃边聊，拉近与村民的

距离。一次，村民王华兴在给生姜施鸡

粪肥，张容过来帮忙，伸手抓起粪肥，一

点儿也没有嫌脏。这一小小的举动，让

王华兴发现，这群教师不一样。

2021年 7月，村民郑井富的1亩

多生姜得了瘟病，无计可施。张容前

往指导，郑井富本着死马当成活马医

的想法照办。不想，折腾一段时间，

“生姜瘟”得到有效控制，再配合其他

的管理措施，年底收获了 2000 多公

斤。而附近几块同样患瘟病的生姜

地，则颗粒无收。

“生姜瘟”被解决了，这群斯斯文文的

教师真的很能干！此后，村民们转变了态

度，有问题就来找志愿服务队。经过教师

指导的农户，生姜产量都有大幅增长。

由点到面，从种好一块姜到帮扶一个村
然而，生姜的价格很容易波动——

2021 年，生姜的价格不到往年的一

半。江村生姜种植大户钟天才面对收

获的2万多公斤生姜，怎么也高兴不

起来。

事实上，增产不增收也是困扰村民

的痛点。如果能进行生姜加工，就能获

得更高的附加值。2021年11月，教师

们查阅资料又外出考察，引进了生姜素

加工技术。每100公斤生姜可以加工

成10公斤生姜素，而生姜素的价格在

每公斤五六百元。钟天才在教师们的

指导下生产加工生姜素，最终增加了2

万多元收入。

从一块生姜切入，教师们发现了更

多问题。

除了生姜之外，江村种植的高山蔬

菜品质也特别好，很受欢迎。然而，和

生姜种植一样，村民们都用传统方法种

菜，蔬菜品种老旧，抗病虫害能力弱，销

售渠道少，增收能力受限。

志愿服务队根据教师的特长，每

人负责一两种蔬菜的新品种、新技术

推广任务。比如，祝轶义负责茄子和

辣椒，喻峰负责西红杮。他们把学校

学生实训作业里抗病害能力更强的嫁

接苗送给村民。一开始，村民们担心

这样会影响产量，不敢接受。教师们

理解村民的疑虑，祝轶义说服部分村

民进行小面积试种，然后再推广。结

果发现，这些品种抗病虫性更好，产量

更高，质量更好。

第二年，很多村民采用了新技术与

新品种，有的种3亩，有的种7亩……

村民们掰着手指头一算，最终产量都比

原来有大幅增长。事实胜于雄辩，现

在，村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种植新

品种和新技术。

生姜和蔬菜增产了，销售又是个大

难题。江村地处大山深处，山路崎岖，

外出不便，村民们大都等着菜贩上门收

购，很是被动。祝轶义联系政府相关部

门，在市区3个大型菜市场申请了3个

江村高山蔬菜公益销售点，美术教师陈

方帮忙设计销售点门面。从此，江村高

山蔬菜有了直通市场的通道。

2021 年 11 月，正值生姜收获季

节，电商专业教师徐清带着几个学生走

进江村生姜地，现场直播生姜丰收，引

得网友纷纷点赞。此后，江村的生姜和

高山蔬菜就成了衢州第二中专电商专

业学生直播推荐的商品，提高了农产品

的知名度。

小山村致富不能仅靠农产品。江村

作为江山市仅有的畲族民族村，加上独

特的地理环境，发展文化旅游业有一定

的潜力。然而，从卖农产品到卖文化，是

一个系统工程，江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庆

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知如何入手。

志愿服务队了解情况后及时出

手。陈方帮忙设计具有畲族风情的路

灯造型和LOGO，语文教师钟慧芳走村

串户，查阅资料，整理编写江村文化故

事，让沉寂的山村走出大山。近期，学

校的两名音乐教师也走进山村采风，着

手创作具有江村特色的村歌，舞蹈教师

也在为江村创编畲族舞蹈……大家都

在谋划，如何在“三月三”畲族风情节打

响江村文化旅游的品牌。

山路崎岖，阻挡不了教师热情的脚步
衢州第二中专离江村只有35公

里，却因为山路弯弯、路途惊险，开车要

1个小时。但这没有阻挡志愿服务队

热情的脚步。

去年年末，笔者曾跟随教师们驱车

来到江村。当天，大雾弥漫，能见度不

足10米，不少路段只能容一辆车通行，

路上还看到几处塌方点。山村的气温

只有0℃左右，寒气逼人。

两年来，志愿服务队进村 60 余

次，行程超过3000公里，遇到塌方和

大雾是寻常的事情。喻峰介绍，有一

次进山遇到塌方被堵，在路上等了2

个小时才过去。而山路较窄，车子更

是经常被刮擦。

提起教师们，村民王华兴就竖起大

拇指说：“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说，这

群教师每周都来指导帮忙，不收一分钱，

甚至连请他们吃个便饭、送点生姜都被

拒绝，“心里真有些过意不去”。

“我们这群人学了专业技术，总要

为当地老百姓做点什么。这一方面是

响应衢州市委市政府‘两专’精神的号

召，另一方面是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张容说。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看到农民这

么苦，我们学农的有这个义务帮助农民

发展农业。这让张容感触很深，“帮助

农民增产增收，帮助村庄加速发展，看

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好，这是多少钱都换

不来的幸福感”。

据了解，两年来，学校先后在江村

建立了生姜种植基地、校村合作基地和

校村党建共同体。此外，机械专业和旅

游专业教师也分别组建了志愿服务队，

为本地企业免费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实，站在学校角度，我们也是有

所图的，我们图的是让学校教的知识技

术有用武之地，图的是让职业教育的专

业发展扎根实践土壤，图的是让职教力

量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衢州

第二中专校长徐凌志说，对于这3支队

伍，学校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成为

他们的坚强后盾。

两年3000公里，只为一个畲族小山村
——记衢州第二中专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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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金雅妮

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杭州市萧山

区开悦幼儿园的孩子们相互比较起了一

件事：今年寒假，你往“阅读存折”里“存”

了几本书？起因正是幼儿园自主设计开

发的“数智阅读银行”。

作为浙江省数字化改革学前教育领

域唯一试点，今年1月，开悦幼儿园自主

研发设计了一款小程序——“数智阅读

银行”，以“阅读存折”的形式鼓励孩子们

坚持阅读打卡，积累积分。

“数智阅读银行”里集合了近千本电

子绘本资源。每天，教师们还会推荐一

本新绘本，并录制3分钟左右的领读视

频，上传至“阅读银行”。

登录小程序，孩子们就能观看教师

推送的绘本内容，满3分钟即可在自己的

“阅读存折”中“存”入一本书，并得到1积

分。家长和孩子也可以在线下选择喜欢

的绘本进行阅读，只要上传绘本封面或孩

子在阅读时的照片，就可在“阅读存折”中

“存”入一本书，并得到相应积分。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建议

6岁以下幼儿每天看电视、手机时长不

超过30分钟，据此，“阅读银行”将每日

积分上限设置在15分钟左右。既推动

孩子在阅读活动中入脑、入心，又促使孩

子养成在合适的时间内进行线上阅读的

习惯，冲淡玩手机游戏的时间。

经过一个寒假，家长们发现，孩子们

变得喜欢去“阅读存折”里查看自己读了

几本书、积了多少分，“我们下班回到家

也习惯性地打开手机陪孩子一起读”。目

前，“阅读银行”里积分最高的孩子已阅

读超300本绘本。

“我们会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选

择不同的绘本。”教师盛佳玥介绍。小班

的孩子年龄小，就为他们推荐一些情节

和构图简单、文字较少的绘本；大班孩子

对新奇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探究的欲望，

就会推荐一些题材是现实或超现实的，

情节、构图稍复杂一点的，文字量适当增

加的绘本。

“灯孩儿是元宵节的小精灵，他点亮

了灯，点亮了星星，还点亮了盲孩儿的眼

睛。”大班的涂欣冉在寒假里获得了126

个阅读积分，她对“阅读银行”里的《灯孩

儿》这本绘本印象深刻。更令她期待的

是，新学期“阅读存折”里有更多“宝藏”

了，“‘阅读积分’可以兑换礼物，我还可

以参加‘阅读之星’评选”。

目前，“数智阅读银行”已和萧山区

“家庭教育云学堂”互联，萧山区21万个

家庭在家通过线上平台就能实现3~6岁

儿童阅读资源的共享。园长李阿慧表

示，“阅读存折”可以记录孩子阅读量的

积累过程和阅读习惯的养成过程，学校

还将通过分析孩子们的阅读兴趣、阅读

时段等数据实现智能化推荐。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
小学：“道儿兔”为道墟代言

本报讯（通讯员 陈黎超 吴国钢）马褂、折

扇、瓜皮帽……这些传统印象中专属于师爷的元

素出现在一只兔子身上，会变成什么样？日前，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小学的师生们，以家

乡的师爷文化为灵感，创作了校园吉祥物“道儿

兔”及四宫格连环画《“道儿兔”探班记》。

在《“道儿兔”探班记》中，“道儿兔”来到了

学校异地新建工程的现场。搅拌机、挖掘机等

运转不停的景象，工人们铆足劲儿奋战的样

子，随着“道儿兔”的移步异景纷纷跃然纸上。

工程进度如何，新学校会有几个班级……这些

最令师生牵挂的问题，“道儿兔”也替大家找到

了答案。

谈及带领学生创作“道儿兔”的初衷，副校长

陈炜炜表示，学校异地新建工程的进度牵动着社

会各界的心，作为建设单位，学校既想向社会交

上一份“成绩汇报单”，又想发挥育人功能，活用

本土文化，让更多道墟的故事“出圈”。

接下来，学校还将推出《“道儿兔”十探》，通

过系列漫画探访道墟人饭桌上的水晶羊肉、道墟

老街斑驳古朴的青石板路、掩藏在历史长河中的

道墟台门等，对道墟文化进行创新式解读。

上海世外教育附属丽水市
实验学校举办作业博览会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斌）2月14日，上海世

外教育附属丽水市实验学校小学部举办了首届

作业博览会，征集了语文、数学、英语、科学、音

乐、体育、美术、劳动、综合实践等11个学科的作

业，将1900多名学生的3000多份作业以不同

的形式展出。

利用回收材料制作而成的立体图形、色彩

丰富的《西游记》取经路线图、图文并茂的综合

实践活动成果……为了此次展览，各学科教师

精心挑选作业，用心设计展示版面；学生们也发

挥创作才能，利用画、剪、贴、镂空等艺术手法，

结合多种材料，将作业加工成独特新颖的展品。

展览现场，学生们驻足欣赏、交流，看见自

己的作业时，更是兴奋得手舞足蹈。“虽然我的

作业不太完美，但是动手能力得到了锻炼，我也

从其他同学的作业中找到了灵感。”602班学生

叶昕辰说。

副校长沈彩群表示，每一份作业都是学生

们学习生活的生动再现，更是他们聪明才智、综

合素养的精彩展示，作业展能让学生们更好地

找到兴趣点、自信点，寻到努力点。

新学期，武义县实验中学设置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帮助学生调节情绪，释放开学后
的学习压力。2月13日，学校邀请了县心指
办教研员王春丽进校开展以“从‘心’出发，
做阳光向上大美实中人”为主题的讲座。各
班学生还利用体育课、课外活动时间放起了
风筝，放飞心情，舒展筋骨。图为学生在结
伴绕线轴，准备放风筝。

（本报通讯员 汤美芝 摄）

一人一本“阅读存折”
杭州市萧山区开悦幼儿园有个“数智阅读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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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下春天的种子

2月15日，长兴县夹浦镇陶家湾大自然艺术幼儿园的孩子们在
教师的带领下走进田园，亲手种下土豆苗，体验春种。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

余杭高级中学与龙游中学
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本报讯（记者 杨 倩）为积极响应省教育厅

关于促进山区26县和海岛县“县中崛起”行动计

划，2月14日，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临平中学）党

委书记、校长俞建中一行来到龙游中学，参加两校

结对帮扶签约仪式。

在签约仪式上，两校代表从学校管理、教育教

学、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探

讨。经过协商，双方一致同意通过资源共享、管理

共建、教师共培、学生共育，促进教育交流深度融

合，开启教育共富双向奔赴，迈向“县中崛起”美好

未来，努力让两地友谊之花、教育之花、希望之花

结出丰硕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