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学第一天 多彩第一课

▲2月28日，安顺实验学校举行2022年春季新学期开学升旗仪式。当日，安顺多所学校迎来开学日。 □记者 卢维 摄

蔡 官 镇 各 中 小 学 ：

本报讯（孙小平 记者 甘良莹） 2月 28日，
2022年春季学期开学首日，西秀区蔡官镇各中小学
组织学生观看了“爱国主义教育——开学第一课”等
爱国爱党专题教育片。

“新学期开始了，学生踏入校园，我们学校的‘开
学第一课’是升国旗，唱国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
爱国主义直抵每位学子的心灵。”蔡官镇中心校校长
汪希飞说，正式上课后，学校要求所有教师寻找切入
点，将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自然地融入各学科教学
中，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

“为激发学生的赤子心、爱国情、强国志，我们班
组织学习观看《祖国，我爱您》影片，同学们一致表示
要以爱国爱家的情怀、力求上进的态度、积极乐观的
心态迎接新的学期，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蔡官屯小学老师郑粉和说。

新安小学六年级学生刘远泽表示：“爱国主义教
育是我们的人生必修课，通过观看《我爱您，五星红
旗》视频，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五星红旗的含义，明
白了参加升旗仪式的时候为什么要立正站好，行注
目礼。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尊重、爱护五星红旗，
爱我们的祖国！”

本报讯（记者 甘良莹 文/图） 2月28日，安
顺市凤仪小学迎来 2022 年春季新学期开学第
一天。

上午9时，升国旗、奏国歌，凤仪小学2022春
季新学期“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在雄壮的国歌声
中，全体师生以饱满热情的状态迎接新学期。

“学之初，要知理，读校史，习礼仪，好行为，我
做起，好少年，大志立……”开学典礼上，全体少先
队员通过诵读“凤仪三字经”，拉开了“开学第一
课”的序幕。据了解，“凤仪三字经”是凤仪小学根
据学校百年历史，结合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学
习、行为习惯，以及安全意识等方面的知识，融汇

其中编撰的歌谣。
“凤仪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在今天的开学典

礼上，我们通过诵读‘凤仪三字经’，让孩子们感受
国学的魅力，传承经典文化，做一名优秀的小学
生。”安顺市凤仪小学校长张晶说。

开学典礼结束后，各班学生纷纷回到各自的教
室领取新书，拿到新书的孩子们开心地翻阅着，在
老师的带领下做好准备工作，开启新学期的课程。
同时，在学校的凤仪书院里，一堂硬笔书法课正在
进行，老师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把树立远大理想，争
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哲理融入书法练习。孩子们纷
纷表示，这样有趣的开学第一课让大家受益匪浅。

安 顺 市 凤 仪 小 学 ：

▲2月28日，新学期的第一天，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直属二大队的交警们走进
刘官小学、蔡官中学等学校，进行“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引导同学们在新学期争
做文明交通参与者。 □记者 罗野 摄

▲学生们展示刚刚发放的新课本

“阅读是生活，不是活动。”安顺从
2005开展“双阅读”活动至今，已有18
个年头。“双阅读”活动发起人市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主席姚晓英2月25日在市
文联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安顺开
展了18年的“双阅读”活动模式概括为
12个字：“高度引领、广度参与、深度体
验”，她说：“从起步开始，安顺‘双阅读’
活动就站在专业化、社会化、系统化的
高起点上，从读本推荐、导入分享、现场
互动、深度表达、点评作品、年度颁奖、
编辑年度阅读报告书环环相扣。从
2005年开启‘双阅读’志愿者阅读陪伴
分享，到2022年2月，参与‘双阅读’活
动达208万人次；读后感撰写10万份以
上；编辑读后感读本12部，其中包含有
妇联阅读读本、校园阅读读本、文联的
年度阅读报告书……”

文化志愿服务 贡献“书香”力量

2005年安顺“双阅读”首场活动在
安顺市第一幼儿园的一间教室里举行，
当时参加活动的一名小学六年级学生田
梦源，如今已就职于贵州中医院，回想起
18年前参加“双阅读”时，她最感慨的是
有志愿者指导，“那时我对一切充满好
奇、渴望阅读，有了志愿者老师的专业指
导，让我阅读思维更清晰，从中启发了智
慧，比如书中遇到晦涩难懂的东西不会
回避，欣然接受的同时从中受益。”田梦
源说。

18年前，由作家、教师为主的一群热
爱文艺、关怀养育与儿童成长的文艺志
愿者们参与到“双阅读”活动中，开启了
影响深远的阅读模式：“读+写”的结合，
将阅读作为输入进口，将读后感表达作
为阅读所悟的出口。在市文联的组织和
引领下，志愿者们走进了学校、乡村、社
区、机关、企业，活动范畴也逐渐扩大为

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社区与家庭、
机关及企业、领导与职工、艺术家与文学
爱好者、作者与读者等多元化的互动阅
读分享。

18年的持续开展、平均每年150场
以上、每场3小时以上，这些数据凝聚了

“双阅读”活动志愿者们的心血与付出，为
城市增添文化气质，贡献了“书香”力量。

六种活动形式 丰富多彩

姚晓英告诉记者：“我们活动的发展
轨迹是不断创新融入时代节拍，从1.0版
仅仅是组织学生在一起阅读、专业老师
指导书写读后感；2.0版细化分享主题，
结合贵州山地地理延伸阅读品种；3.0版
融入国内新概念作文的表达与阅读；4.0
版引进朗读与情景剧表演。可以说我们
一直在做自我超越……”

随着活动的深入推进，“双阅读”队
伍逐渐拓展，市委读书沙龙、市政府读
书会、团市委阅读中心、市中院阅读吧
等各个层面的读书组织自发组建或参
与进来。每年都在增添的书吧设置和
读书会阅读分享无疑是“双阅读”的全
新风景。在年度最美书吧评选中，黄果
树匠庐书吧、龙宫枫香茶社书吧等都榜
上有名。在市文联的引领和带动下，呈
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安顺工行周读月分
享；市税务局的每月主题交流；市妇联
小桔灯每周三讲座；还有众多乡村阅
读、社区书吧分享阅读……大量新文艺
群体创作人的加入，让阅读的形式充满
创意和文艺气质。

“群众通过阅读和参与分享活动，认
知自己家乡的历史文化，树立
了文化自信，提升了文化素养，
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和
感悟。这是‘双阅读’活动能够
持续推进18年的理由，是这个
城市喜爱阅读的理由，也是阅
读志愿者坚持不懈的理由。”姚

晓英说道。

坚持与努力 获得社会认可

2020年，“双阅读”活动开启“深度阅
读”新模式，实现地方文化专家与读者面
对面交流。安顺“双阅读”迎来了全年
215场次的好成绩。2021年，在深入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百年百封红色家书
接力诵读活动”“暑假红色经典阅读季”

“私享书吧暑期红色阅读”“开往乡村的艺
术列车”活动引领全年红色阅读主线，认
识先贤、仰望榜样成为年度“热词”。

“这是一座城市的深耕”，这是《人民
日报》2016年4月21日对安顺“双阅读”
活动的定义；2017年中国文明网报道安
顺“深度阅读”人次从每年5万增至10万
以上；2013年，中央电视台对安顺“双阅
读”作专题采访；2014年，人民日报等各
大主流新闻媒体围绕《安顺阅读——一
个城市奇迹》等主题对安顺“双阅读”进
行专门报道，安顺阅读活动得到国家相
关部委领导的批示；省教育厅特别下发
通知推广安顺“双阅读”成功经验；2015
年，国务院新闻网站以“一个城市十年阅
读坚守”为题对安顺“双阅读”进行报道；
2022年2月22日，安顺“双阅读”活动发
起人、安顺市文联主席姚晓英与活动志
愿者安顺学院教师蔡伟荣获“贵州十大
阅读影响力人物特别奖”……

阅读，已然成为安顺爱书人的生活
方式，以“双阅读”为载体的“书香”安顺
建设以成为安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
张亮丽名片，成为安顺高质量发展的有
生力量。

“双阅读”增添城市“书香”
一一安顺“双阅读”活动综述

□本报记者 刘现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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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在镇宁自治县双龙山街
道新发村，农户们早早起床开始了初春
的劳作。

农耕的队伍分成了两拨，一拨顺着
田坎往下走，一拨则是沿着山路往上爬。

山路刚经过硬化，崭新且宽阔。挖
掘机开在前面，扛着农具的农户们跟在
后面，浩浩荡荡地往山上进发。

爬过半山腰，再前进几百米，景色豁
然开朗。群山环抱中，竟有一片开阔平
整的土地。此时，挖掘机、拖拉机等纷纷
驶进地里，在轰鸣的引擎声中开始工作，
农户们也挥舞起手里的锄头开始翻整
土地。

“我们刚经过的这条路，是镇宁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给我们新建的一条产
业路，这条路的尽头，就是目前看到的
这片土地，是我们村子里已经丢荒了近
十年的200亩田地。”新发村副支书张
乔友说，原先的山路陡、窄、烂，农耕机
器无法通行，光靠牛马耕作效率又太
低，导致这片土地无人问津，现如今在
县农业农村局的帮助下才打开了山路，
重启了良田。

实际上，张乔友所说的这片土地，还
不是普通的田地，而是按照严格标准打
造的高标准农田。开新路、启良田，能有
今天的发展契机，还得从近几年来新发
村的产业发展说起。

多年前，新发村的村民多是依靠当
地丰富的水资源，散种一些稻谷、玉米，
或是发展少量鱼虾养殖，规模小，效益
低。直到在张乔友和其兄弟张家友的带
动下开始做起无公害蔬菜种植，村里才
迎来一场向好的产业变革。

2015年，在村民们的支持下，以张

乔友和张家友为发起人，创立了新发村
来顺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茄子、
无筋豆、黄瓜等为主，发展了500多亩无
公害蔬菜种植，主要销往广西、重庆、四
川等地。

在县农业农村局的关注下，合作社
种植的无公害蔬菜通过省农业厅连续三
年的无公害蔬菜检验，获得了贵州省农
委授予的无公害农产品种植认定证书，
并登录了各大农销平台，蔬菜的销量
大涨。

现如今，新发村的无公害蔬菜种植
发展得越来越好，已经成了村里响当当
的致富产业，农户们通过土地流转，参与
务工，跟学跟种等方式，收入有了很大的
提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强化现代农
业基础支撑，要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建
设阶段性任务。同时，新发村无公害蔬
菜产业向好发展，规模也需要进一步扩
大。因此，去年5月，该县农业农村局
经过调查设计，决定将藏在山间的这
200 亩土地启用起来，打造高标准农
田，助力全村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

“我们这两天一边整地，一边开始春
耕工作。这片新的农田目前腾出了50
亩左右土地，我们马上开始施肥铺膜，然
后撒下无筋豆的种子。如果气候保持良
好，不到半个月，这片新的农田就能全部
完成春耕工作。”张乔友说，由于无公害
蔬菜种植的特性，村里采取轮作方式，每
年都有500亩左右的土地用于种植。今
年有了新的田地，不仅要发展无公害蔬
菜种植，他还想带领村民们发展精品枇
杷栽种，丰富村里的产业。

镇宁新发村：

开新路 启良田 始春耕
□本报记者 张江隆

人勤春早

本报讯（记者 陈应娴） 2月28日，西秀区启
新学校举行2022年春季新学期开学典礼。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庄严的升旗仪式为开学典
礼拉开序幕。典礼上，学校对上学期涌现出的优秀
学生和优秀教师进行了表彰奖励；邀请了市交通管
理局直属二大队民警带领学生做手势操，并现场讲

授交通安全知识。学校还组织全体师生一同观看
了《开学第一课》。

西秀区启新学校校长伍丽蓉说：“新学期、新气
象，今天全体启新师生集中收看省厅《开学第一
课》，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作为校长，我更加
深刻地感受到了育人的使命与责任。”

西 秀 区 启 新 学 校 ：

▲“双阅读”活动现场孩子们正在表演情景剧《我给陆羽做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