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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6年到 2023年，7年了，我们依然
在一起……”春节假期，来自上海世外教育
附属丽水市实验学校的一群孩子和家长又
相聚在一起，大家谈笑风生，忆往昔，话未
来。

这群孩子和家长有一个共同的组织——
“小书豆”读书会。他们源于 2016年 11月 12
日的第一期读书会。当时，几位三年级的小
朋友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朗读了自己写的
文章。第一次的成功尝试，让家长们突发
奇想，希望今后不要局限于“孩子们把自
己现成写的文章读出来”，更希望“让孩子
们到户外去，到大自然中去，亲身去体验，
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当场表达出来”。而孩
子们也渴望到大自然中去感受体验。

之后的周末，读书会的孩子和家长们来
到了东西岩，在游玩之后，孩子们在固定时
间内写作，并在所有家长和小伙伴面前朗读
作品、分享心得、展示自己，之后再由家长一
一点评，这就是读书会最早的雏形。团队中
吴承骏的父亲吴小东是丽水知名作家，孩子
们写作的文章，也由他进行集中点评。

“当时就想让孩子们通过一次次体验获
得真实的感受，激发他们的表达欲望和阅读

兴趣。刚开始，我会做些引导，到后来，让他
们充分展现自己的观点。我在点评时也并
非传授技巧方法，而是总结他们的闪光点。”
吴小东说，“读书会的初衷是希望读书会给
孩子们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

在松阳箬寮举办活动时恰逢母亲节，读
书会主题即为“母亲”。家长与孩子共读屠
格涅夫的《小鹌鹑》，让孩子们从故事中为保
护孩子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鹌鹑妈妈身上，体
会到母爱的伟大，并现场表达自己对母爱、
父爱的理解。孩子们对爱的独特理解，让不
少家长非常感动。

多年来，“小书豆”读书会在缙云第一次
“同读一本书”、在云和梯田第一次看电影、
在景宁深垟第一次体验户外写生、第一次举
办跨年晚会、第一次拍摄成长视频……在丽
水的山水间、民宿里，读书会共举办了 40多
期活动。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活动半径不断
扩大，他们还到苍南渔寮体验出海打鱼、到
成都拜谒杜甫草堂、到东北雪乡体验北国风
情。东北之行前，孩子们阅读了萧红的《呼
兰河传》，提前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孩
子特别积极，不用督促，每天晚上看《呼兰河
传》，有的还反复看了好几遍，这是一次特别

难忘的读书会。”读书会成员蔡承耘的母亲
郭微说。

无论读书会的地点、形式如何变化，读
书会的初心从未改变，那就是希望读书会的
氛围能感染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有所收获。
如今，这群孩子已是初三学子，即将中考。
虽然学业任务重，读书会活动的频次减少，
但他们依然利用假期时间坚持着。

去年暑假，他们还在青田坐忘谷开展了
一次游记散文写作，特地邀请了读书会成员
中教语文的家长为孩子们辅导游记散文写
作技巧。

“更有自信”“不怯场”“敢于表达”，是家
长回顾孩子们在读书会中的成长收获时用
得最多的表述。小时候内向的吴承骏很喜
欢阅读和写作，借助读书会的锻炼，他不仅
成为班里公认的小书虫，还出版了自己写的
书《少年游》。

“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他躲在厕
所里不敢读自己的作文。”蔡响的父亲蔡愕
对当年的场景记忆犹新，但时间见证着孩子
的成长和改变，“通过参加读书会，他不仅敢
于自我展现，还写出不少灵动的文章、出彩
的语句，同时对语文的学习也带来了很大的
帮助。”

“每次活动大家都配合默契，各位家长
各司其职，有写作点评的，有拍照记录的，还
有做美篇留念的。很庆幸处在这样一个优
秀的团队中，让我们能够陪伴孩子们的成
长。”程靖恒的家长程丽感慨地说。

从 2016年成立到现在，7年时间，“小书
豆”读书会见证了一段亲子之间相互陪伴、
成长的美好旅程。虽然当年的“小豆豆”们
如今个头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父母，随着学业
日益繁重，聚会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过去
这些温暖的画面必将成为这群孩子和家长
人生旅途中永久的、珍贵的记忆。

“读书会让我们倍感幸福，每一次都是
美好的回忆！”朱锦晗母亲叶丽青表示，大家
都非常珍惜这一份情谊，“不管今后孩子走
向哪里，希望因读书会而结下的这份感情永
远不会改变。”

“小书豆”读书会 在行走中成长的七年 涨 知识

读 丽水

日前，国家统计局丽水调查队公布最新数据，2022年，我
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8470元，同比增长 7.9%，增幅位
居全省第一，顺利实现全省“十四连冠”；全市低收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 16734 元，同比增长 16.3%，增幅位居全省第
一，实现全省“七连冠”。

国家统计局丽水调查队在分析相关数据之后认为，我市
分别实现两项收入“十四连冠”和“七连冠”的背后，还有务工
工资上涨、特色产业发展强劲、果蔬价格明显上涨、生猪生产
量价齐升等有利因素。在主、客观两方面共同发力下，取得
了上述成绩。

据本报

■划重点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收入扣除向政府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不动产税、人头税、汽车使用税以
及交给政府的非商业性费用等以后的余额。既包括现金收
入，也包括实物收入。按照收入的来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
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
移性净收入。

一般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生活水平成正比，也就是
说，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生活水平就越高。

我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
实现全省“十四连冠”

看 浙江

1月 31日下午，杭州市教育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杭
州市区普通高中名额分配招生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杭州市区中考项目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两份文件均指向备受关注的杭州市中考改革，杭州
中考分配生政策有重大变化、中考加分项目也将有较大调
整。新的分配生政策从 2024 年（即现初二年级学生）开始
实施。

据《钱江晚报》

■划重点

新的分配政策有三大调整：
1、原名额分配生需要由初中推荐，调整后，不再由初中

推荐，符合条件的学生自主填报分配生志愿（3个），再通过
招生系统投档来录取。

2、将高中学校在符合条件的分配推荐生中按不低于
95％的比例录取，调整为逐校（一所高中学校＋一所初中学
校）按“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方式进行录取。

3、初中各阶段期末考试成绩及素质分与分配生脱钩。
调整后的分配生政策，初中各阶段各类考试成绩不再作为分
配生依据，一定程度上给学生减轻了考试压力和学业负担。

杭州将调整中考
分配生、加分政策

春节档电影《满江红》上映后，关于岳飞背后刺的是“精
忠报国”还是“尽忠报国”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发帖表
示，在杭州岳庙陵园甬道尽头的照壁上所刻大字为“尽忠报
国”。也有不少网友坚称，自己小时候学的就是“精忠报
国”。那么这两个词究竟谁是正解呢？

据《扬子晚报》

■划重点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南京市第五初级中学语文老师薛
城介绍，若从出处来考究，“尽忠报国”一词最早出自北周末
年《北史 颜之仪传》：“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

而“精忠”和岳飞相关联，或始于宋高宗锦旗御书的“精忠
岳飞”。精忠报国一词最早语出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岳
飞精忠报国，父子就戮。”清代钱彩、金丰《说岳全传》第八十回
也提及：“咨尔故少保岳飞精忠，节义传家。”

“这两词均表达的是竭尽忠心、报效国家的意思，作为
成语来说都是正确的。”薛老师提到，在现代文学中，这两
个成语都曾被作家使用。而从成语的出处来看，岳飞出生
五百年后才有了“精忠报国”一词。

因此，薛老师认为，岳母刺字是民间传说，从语言运用的
角度来看，岳母刺的应是“尽忠报国”更为合理。

“尽忠报国”还是“精忠报国”
电影《满江红》热映引争议

记者 吕恺 整理

遂昌县实验小学 502班是一个有爱的集
体，班主任黄小萍老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假期会给同学们布置实践类的作业，
班级里更是涌现出三五人一组的“假日小
队”，同学们在小队活动中与同伴交流、成
长，家长也可以相互取经，共同解决育儿难
题。

“我们最初组建‘茗月小分队’是为了接
送孩子方便，而且我们这几个同班的孩子都
住在同一个小区，后来熟络起来，大家就经
常串门，孩子们在一起做作业、玩游戏，我们
家长也聊聊育儿故事，还是很有意义的。”家
长华萍介绍，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同班的四
位孩子家长建了以小区名字为名的小队。

在之后的节假日及寒暑假，四户家庭常
常约在一起开展活动，做科学实验、烹饪美
食、亲子阅读。此外，他们还开展图书互借，
四位孩子相互借阅各自喜欢看的书籍。“特
别是在每周三的阅读日，因为作业少，我们
就让孩子们相互串门，周三放学后就到一位
同学家里看书，孩子们看到喜欢的书就借来
拿到自己家看。每周以此类推，慢慢地形成
良好的阅读氛围，提高孩子们的阅读兴趣。”
华萍说，虽然这个小分队里有一户家庭搬迁
了，但她还是会抽空回到小区来参加小队活
动。

除了家长自发组建的小队外，在班级
里，不少小队是几位同学要完成一项任务而
成立的。“我们这个绘本小队是去年学校一
次英语绘本制作比赛成立的，我们同班的 5
位同学一起创作英语绘本，大家约在我的公
司共同制作。有画画的，也有写字的，通过
大家的创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英语小队
成员傅舒辰的妈妈王惠明说，自从那次英语
绘本比赛后，他们小队还参加了中文绘本创
作比赛，并在全市荣获二等奖。

随着劳动教育的深入，502班也涌现了

以劳动为主的“假日小队”。从三年级开始，
王雨格与几个同学时常聚在一起，或到农田
挖番薯，或在家里烹饪美食。“在周末或假期
里，能与同学们在一起烧菜做饭很有趣，现
在已经会做好几道菜了。”王雨格说，她最拿
手的菜是烧面条，妈妈都给她点赞。

此外，502班占熠辰的爸爸是一位足球
迷，他不仅指导班级里的足球小将参加校园
足球联赛，曾经拿到亚军，还带动学校里各
个年级的足球爱好者们组建了“飞扬足球
队”，每周六晚上进行体能和技巧等训练。

“我们在前年组建了这支足球队，现在
已有 16位队员了，大家都很喜欢足球，每周
坚持来训练，踢足球让这群孩子身体状态更
好了，运动精神也能激励孩子们在学习上更

努力。”占熠辰的爸爸占哲峰说，接下去，他
们将组织球队参加县里的足球友谊赛。

在采访中，家长们纷纷表示，在各个小
队里，不仅孩子们可以一起学习，提高动手
能力，增强同学情谊，而且家长也可以相互
交流，根据孩子年龄的变化和性格特征探讨
育儿经验。

“我们班的这些假日小队的活动很丰
富，活动为孩子创设了与同伴交往、游戏的
好机会，还给家长们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教
育经验的平台，也能将家长、孩子、老师三位
一体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实现家校合
作，这已经成为我们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班主任黄小萍说。

踢足球、做美食、创绘本…… 遂昌这个班的小队活动花样多

家长自发组建，资源共享共用

家庭互助小队为孩子寻找成长“同行者”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叶艳景 苏佳

假期里，各类社会实践作业时常会让学生和家长犯难。在我市，有不少家长自发组建
了“假日小队”，他们三五户家庭组成一个小队，相聚在一个场所，或举行读书会，或毅行，
或做美食，不仅能完成假期社会实践作业，还能家庭携手，实现资源共享，见证孩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