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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过“双减”后首个寒假，各地中
小学迎来春季开学。“双减”在春季学期
如何更上层楼？记者在多个省份采访了
解到，一些学校将从作业设计、课后服
务、家校沟通等方面发力，持续巩固提
高“双减”工作水平。

作业设计更加注重“个性化”

新学期伊始，山西省太原市第二十
九中学的学生发现，课后作业有了较大
改变。校长翟福平说，老师们正在加强
作业设计研讨，目标是实现个性化设
计，分层“配餐”：多留探究性作业，并
为每个学科制定作业标准。

记者采访过程中，很多学校的校长
和老师都不约而同提到了“个性化”这
个关键词。新学期，在作业设计方面，
改革和创新的步伐将会迈得更大，更多

“脑洞大开”的作业内容和形式等待孩子
们去“解锁”。

“新学期将继续提升作业的针对性，
发挥差异性作业的有效性。”辽宁省丹东
市第五中学副校长何秀冰说，具体来
讲，一方面，通过作业的难度或者作业
的数量不同体现差异，让学习能力不同
的学生达成符合自己现阶段学习需求的
目标；另一方面，通过不同作业类型满
足学生的学习风格或兴趣差异，激发学
生对作业的兴趣。

“一些实践活动要求拍图片、视频，
或制作手工艺品，一、二年级的孩子很

难自己动手完成，最后变成家长的作
业。”女儿正读二年级的重庆家长冉海燕
说，学校布置作业时应考虑学生的能
力，布置一些既有趣、孩子又能自主完
成的实践作业。

江苏阜宁县阜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香港路校区校长周华东认为，要从有利
于提升学生能力，有利于学生健康、长
远发展的角度去设计作业，“学校将进行
广泛调研，征求学生对作业的建议。”

除作业设计外，评价体系也是新学
期教学改革的重点。山西省实验小学副
校长赵禄说，对学生的评价不应在学期
末进行，而是在平时就从习惯养成、课
上发言、与同学相处等多维度去评价一
个学生，“新学期学校要在这方面进行全
方位探索，开展对学生的综合性评价。”

课后服务引入更多资源

“一开学班主任就告诉我们，这学期
学校会有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篮球比
赛、歌咏比赛、心理健康活动……我很
期待！”重庆市第十一中学的初一学生叶
思讯说道。

相信很多孩子和叶思讯一样，对新学
期学校的课余活动和课后服务充满期待。

“孩子们可以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去发
展兴趣爱好，学校也可以利用这些契机去
培养他们的学科素养。”广州市越秀区文德
路小学校长黄丽芳说，通过培养学科素养
提升了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让

他们从兴趣爱好出发主动学习、爱上学习。
山西省实验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师牛

小妹说，“双减”后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书
本知识，还要鼓励他们个性化发展，稍
微有点压力，“老师的专业性是一个短
板，学校在音乐、体育、美术等方面的
师资力量稍有不足。”

“课后服务在‘全覆盖、广参与’的基
础上，还要注重‘上水平、强保障’。”江苏
阜宁县实验小学石字路校区校长周为祥
说，要进一步挖掘校内潜力，统筹利用科
普、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社会资源，增强课
后服务的吸引性和有效性。

多位受访老师也表示，希望一些教
育机构或专门的社会机构能够走进校
园，或者为学生提供研学服务。牛小妹
说，换个新环境，孩子们的感官会完全
打开，学习东西也会特别快！

“希望学校的社会实践活动能更丰富
一些，多去博物馆、科技馆等。也希望
能让更多的高雅艺术进校园，比如京剧
表演、民乐表演等，让同学们开开眼
界。”家住重庆市江北区的四年级学生芦
雨晗说。

家校合作巩固“双减”成效

“‘双减’后，孩子的课外培训班
停了，有时间练琴、打球，课余生活更
加丰富。上学期期末考试拿了三个 A，
比以往各个学期的成绩都好。我的顾虑
彻底消除了。”广州一所小学的六年级学

生家长任女士说。
上学期，辽宁省丹东市第五中学在9

月份和 12 月份各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通过数据分析来看，家长对“双减”政
策的支持率由35%提升至92%，绝大多数
家长的态度都由刚开始时的焦虑、怀疑
转变为支持、配合。

但与此同时，仍有部分家长对“双减”
心存疑虑。江苏阜宁县实验初中长春路
校区初一（24）班沈子扬的妈妈左红琴向
记者透露，身边仍有家长希望能看到具体

“数字化”的成绩，以此了解孩子到底哪方
面不足，不然感觉没有“抓手”。

家长是“双减”的重要参与者，如果家
长理解不到位，实施效果就要“打折扣”。

“学校有一年级家长在老师布置的作
业基础上‘加码’，还在班级群里晒‘成果
’。”重庆巴川量子学校校长潘云芬说，上
学期学校尝试在各班推进家庭教育经验
分享，取得一定效果，新学期将开办家长
学校，分年级组织家长学习、培训和交流。

辽宁省本溪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家长
李秋莎说，通过参加学校的“家长学校
工作坊”和“家长资源专家库”等活
动，认识到孩子的教育不能急于一时，
而应该家校互动让孩子全面健康成长。

“要引导家长在支持、配合学校工作
的基础上做好‘加减法’——在减轻课
业负担上做‘减法’，在育人和良好习惯
的培养上做‘加法’。”何秀冰说。

（新华社电）

这个春季学期，看“双减”如何更上层楼

说了个大娘本姓王，
家住枣强王家庄。
王大娘今年六十六，
命运坎坷、饱经沧桑。

十年前的一个晚上，
她老伴麦收时节暴病亡，
留下一个儿子叫王大亮，
提起来叫人疼得慌。

大亮初中时路上遭车祸，
这个左腿，从膝盖到脚掌，
全被碾碎险些把命丧。
大亮从此辍了学，
闷在家里度时光。

伤好后拄上双拐，
打工老板看不上，
种地身体难承当，
只能靠着父母养。

父亲在世还好过，
父亲走后可愁坏了娘。
王大娘，体弱多病离不了药，
花一块钱也要细掂量。
娘儿俩肉都舍不得买，
解馋就吃肉丁煮菜汤。
春夏秋季吃饭就野菜，
冬天去集市捡菜帮。
被褥破了打补丁，
光穿别人给的旧衣裳。

王大娘，
也曾想给大亮装个假腿，
可高昂的费用让她很绝望。
喜的是，
大亮手巧脑子也灵光，
用旧车子改了个轮椅方便又稳当。
去地里，给娘送水打零杂，
在家里，还能帮娘做家常。

农村的孩子结婚早，
二十一二就拜花堂。
看看大亮快三十了还单着，
王大娘，到处托媒给儿子说对象。
什么失明的、聋哑的、
肢体残疾呆傻的，
一说说了一大帮。
虽说女方身体也有缺陷，
对大亮还都看不上。
人家说，
虽然大亮眉清目秀模样好，
一条腿总归不便当。
再看看他家这破北房——
屋顶漏、门窗破，
外面柱子丁山墙，
四壁透风空荡荡，
谁来跟他喝这苦辣汤？

大亮的婚事搁了浅，
王大娘，是睡不安来吃不香。
看看自己奔七十，
儿子不成家，
死了眼睛也闭不上。
她血压升到一百八，

头发晕，走路晃，
不思饮食不开腔，
一下病倒躺在床。
这家里，
就像黑云压顶透不过气，
王大娘，
是整天唉声叹气双泪淌。

转眼到了二零一五年，
春雷隆隆甘霖降。
党中央，加大力度来扶贫，
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不寻常。
县里组织培训了扶贫工作队，
带着行囊浩浩荡荡地下了乡。
吃住在村摸底细，
挨门挨户来走访。

工作队来到王大娘家，
围着房子，转来转去，
指指点点道短长。
又到屋里把大娘看，
坐在炕沿手拉手地问情况。

扶贫队长说话真温暖，
口口声声地叫大娘——
大娘啊！
你家的困难不用怕，
党和政府一定来把你们帮。
按政策，
大亮每月可得救济四百五，
还可免费参加培训学专长。
学到了技术就有工作，
生活自立就有了保障。
一旦脱贫致了富，
还可以实现新愿望。
大娘啊，
再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我们经过研究已决定，
公家出钱，为您重新盖北房。
王大娘一听像做梦，
一骨碌翻身坐床上。
摸摸耳朵揉揉眼，
半信半疑地开了腔——

（白）：刘队长啊，你说的可都是
真的？俺不是在做梦吧？俺是
盼着有人帮一把，你可不能哄
俺开心把俺诓！
队长含笑把话答——
大娘啊，
习书记、党中央，
把咱农民挂心上。
就怕咱农民生活苦，
制定政策来相帮，
我哪能胡乱讲？
你们马上收拾东西暂住村委会，
我们明天就派人来拆房、盖房。

王大娘听了别提有多高兴，
哧溜一声下了床，
浑身疾病瞬间全跑光。
她招呼儿子快动手，
工作队，
也帮着七手八脚地一阵忙。

(未完待续)

飞来的媳妇(山东快书)

高贵云

因为不会写字，所以对毛笔没有研
究，甚至没有爱好，也自知没有资格说
三道四。但是，衡水市政协请我为这本
书写几句话，我踌躇再三，还是答应下
来。这是因为：

第一我是衡水人；
第二我是政协的人；
第三我不仅熟悉衡水的笔乡，书中

所写的“笔乡功臣”张俊生、王新斗
等，也都非常熟悉；

第四这本书的编撰者都是我的朋友。
有上面一条理由就够了，何况四条。
衡水有深厚的文化积淀，除去校正

了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把儒家思想推上
至尊地位的董仲舒之外，还有灿若群星
的思想家、文学家，乃至书法家。东汉
著名文学家、安平人崔瑗，即是历史上
著名的书法大家，而且尤善草书，师法
杜度，时称“崔杜”。崔瑗的草书，后世
评价极高。同为东汉书法家的张芝，取
法崔、杜，成为汉代草书之集大成者，
被誉为“草圣”。“草圣”张芝自云“上
比崔杜不足”。崔瑗撰写的 《草书势》，
是迄今可以见到的第一篇专论书法艺术
的文章。换句话说，中国历史上第一篇
书法论文，是衡水人写的。

我赞成这本书的观点，衡水历史上
名家辈出，和衡水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
并生产毛笔有关。这样讲一点也不牵
强。许多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背后的
原因其实简单得很，比如“明清人口大
爆炸”。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人口增长
最快的时期是明朝中叶到清朝末年。从

明朝万历年间 （1572 年－1620 年） 的
约 1 亿 人 口 ， 繁 衍 至 乾 隆 五 十 九 年
（1794 年） 的 3.13 亿，到了道光三十年
（1850 年），又增长至 4.3 亿。为什么人
口增长如此之快？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是明朝中叶开始，我们引入了红薯和玉
米，解决了人口增长所需要的粮食。你
能想到增加好几亿人，红薯居然是头功
吗！毛笔之乡，自然会方便用笔之人。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我并无大刀，只
有一枝笔，名曰‘金不换’。”就是这
枝“金不换”毛笔，写就了那些投枪匕
首般的杂文。所以，笔对于读书人来
说，相当于锄之于农民，锤之于工人，
刀枪之于将士。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把笔放在文房四宝之首是有道理的。读
书求学买不起灯油，可以凿壁借光，可
以囊萤映雪，但没有笔却是不行的。这
本书主要是叙述了衡水毛笔作为宫廷御
笔的历史，而我更愿相信衡水毛笔质量
高、价格便宜，穷苦人也用得起，帮助
历朝历代许许多多的寒门学子走上成功
之路，促成了衡水绵延不绝的读书氛
围。

编写这种类似志书的书籍，是最烧
脑子的。尤其像这样的地方土特产品，
即使有些故事，也以口口相传的居多，
见诸于书面记载的极少。我在衡水工作
多年，而且长期分管宣传工作，应当说
对于衡水毛笔非常熟悉，但是让我来编
这本书，我还真不知道从何着手。没想
到市政协还真的把这本书编出来了，而
且洋洋洒洒，是一部当之无愧的衡水毛

笔志。它在几无任何资料可循的情况下，
查阅了大量的史书典籍，从字里行间寻觅
与衡水毛笔相关的史料，上溯至春秋战
国，寻找出衡水毛笔的源头，进而廓清毛
笔行业的演绎和发展。它以五千年衡水思
想文化的历史为背景，叙述毛笔和文化互
相促进的关系。它不仅记载了毛笔的制作
方法，而且记载了历史上的知名店铺和衡
水县域内制笔业的分布情况，让人强烈感
觉到衡水无愧于“笔乡”之称。它拿出专门
的篇章，以生动的笔触，为制笔行业的匠
人立传。现在有一个流行词汇“推手”，而
绝大多数古老行业的传承和光大，背后的
推手都是那些矢志不移、一生相许的工
匠。毛笔行业同样如此，那些痴情不改，精
益求精的制笔工匠，延续着衡水毛笔的精
神和血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学者
认为汉字之所以有“书法艺术”，而拼音
文字没有，一是和汉字的独特结构有
关，二是和汉字的书写工具有关，那就
是中国人有毛笔。它可以饱蘸墨汁，尽
情挥洒，于是便有了或舒展，或豪放，
或规矩，或清秀的书法。很难想象西方
的羽毛笔，写一笔蘸一次，能够写出

“书法”来。读了这本书，我甚至想，是
汉字催生了毛笔呢，还是毛笔催生了汉
字呢！不论孰先孰后，有一点可以肯
定，没有毛笔就没有“车同轨、书同
文”之后的汉字。而我们衡水人就是做
毛笔的，做最好的毛笔的。

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文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级

政协在这方面做的工作不可替代。比如
历史上工商业的发展，地方志书上几乎
一字皆无。武强年画享誉海内外，毫无
疑问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但在 《深州风
土记》中，不过只有三五句话。包括最
新出版的县志、市志之类，除少数的比
如《冀州市志》之外，依旧罕有这方面
的记载。而历届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
中，详细记叙了许多工商企业的发展轨
迹和企业家的奋斗历程。这几年，衡水
市政协在文史资料的挖掘、征集和整理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次编撰出版
的 《衡水记忆》 和 《衡水毛笔》 更是
可圈可点。如果说 《衡水记忆》的难度
在于搜集，那么 《衡水毛笔》的难度在
于挖掘，把衡水毛笔鲜为人知的历史挖
掘出来，让它在世人眼中由一支笔，变
为伴随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一道
彩虹。知之深方能爱之切。对于作为
衡水名片的毛笔，我们越是了解它的历
史，越是珍惜它，越是增强我们的自信
和自豪，越是有一种使命感：我们的
先人用衡水毛笔书写了衡水灿烂的过
去，我们一定要用它写出衡水更加美
丽的今天。

我不会写字，是说在写字方面天赋
极差，字写得极丑，而不是说没有练过
字。小时候正儿八经临过两年柳公权的

《玄秘塔》，可惜总无长进，后来干脆放
弃了。那时用的肯定是衡水毛笔。现在
想起来，可惜了的毛笔。

（本文是作者为《中华明翰 衡水侯
店毛笔》一书作的序言）

写 就 历 史 写 未 来
郭 华

一位小朋友在天津蓟洲国际滑
雪场内练习双板滑雪。

近年来，随着群众参与冰雪运
动热情的提高，位于燕山山脉东部
的天津蓟洲国际滑雪场凭借良好的
条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滑雪爱好
者。该雪场除初级、中级和高级雪
道外，专门设置了一条供青少年和
儿童练习的专用雪道。萌娃们在训
练中时常跌倒、侧翻，但是又一次
次爬起继续，享受冰雪带给他们的
乐趣。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燕山脚下萌娃滑雪图鉴燕山脚下萌娃滑雪图鉴

新华社北京2月 23日电
（王子凯、姜琳） 为满足毕业
生多层次、全方位、精准化服
务需求，促进毕业生及早实现
就业创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
2022年 3月至 6月在全国各高
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进校
园”活动，明确六方面服务举
措。

一是政策宣传进校园，开
展就业政策宣传活动，汇总发
布本地毕业生就业政策清单，
重点涵盖就业扶持政策、权益
保障政策、人才流动政策、风
险案例提示，列明政策内容、
经办机构、经办流程，确保看
得懂、算得清、用得上。

二是招聘服务进校园，动
态归集发布岗位信息清单，重
点涵盖本地区重点企业、重大
项目和“专精特新”小微企业
招用工信息，机关事业单位、
基层服务、重大专项人员调配
等公共部门岗位，以及科研助
理、实习见习等岗位。

三是就业指导进校园，组
织专业力量开展职业指导，提
供职业能力测评、生涯规划、
职场适应、职场导航、就业训
练营等服务，增加职业体验活
动，引导毕业生进园区、进企

业、进市场，帮助毕业生掌握
求职技巧，提升职业认知。

四是创业服务进校园，遴
选优质创业课程、创业师资进
校园，对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
及时组织创业培训，主动为创
业者提供创业服务，落实场地
优惠、创业政策支持，组织毕
业生参加创业创新大赛，提供
项目、资源对接平台。

五是职业培训进校园，对
接市场需求开设中短期技能培
训班，增加新职业、新技能等
培训，开展职业资格制度和人
才评价改革咨询，组织“大国
工匠”“技能大师”为毕业生
展绝活、授经验、传心得，引
导毕业生增强职业精神、实现
技能就业。

六是困难帮扶进校园，加
强对零就业家庭、低收入家
庭、残疾等毕业生就业帮扶，
加大岗位推介力度，做好心理
辅导和思想疏导，对因各种变
故新增的困难毕业生及时补发
求职创业补贴，对中西部地
区、少数民族等毕业生加大就
业支持。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加 167万，规模
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人社部启动
“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