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生活经验，用处无穷
昨天，一则“大学生必修种地课”的

新闻引来不少关注：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开设“种田”课程，要求每名在校生必须
在农场里修满40个学时、总计两个学分
的劳动课，才能毕业。

这让人想起13日晚报上一篇报道：
河科大副教授仝红星在老家新安县租
下 6 亩农田，命名为竹林耕读园，带着
同事和学生体验乡村生活，种小麦、油
菜、芝麻、南瓜……最后一茬儿罢园南
瓜，带回学校搞无人售货：“随便拿，随
意给钱。”

如今，就算出身农家的年轻人，对种
地通常也比较陌生了。上种地课，能让
学生们接接地气，习惯劳动，不至于成为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有好处，
但好处还远不止于此。

源于传统乡土中国的生活经验，
对人的价值是相当大的。想一想，不
论是历史、文学、哲学、价值观念、习
俗、生活方式等等，多少都来自于乡土
中国！乡村，是太多知识、能力的起源
与根基。

受教育，学古诗词当然是绕不过去
的。王维的诗中说：“空山不见人，但闻
人语响。”从山区走出来的人，恐怕对这
种情景不但不会感到疑惑，反而有身临
其境之感。陶渊明的诗句中对种地除草

这样描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春夏之交，
地里的野草那真是疯长的，一夜之间甚
至就可淹没了豆苗，而且，豆苗的密度也
是有讲究的。有了这些知识，可能就不
会简单地判断隐者陶渊明是不是“疏于
耕作”。

除了读书，农村经验的用处还多着
哩。从懂得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世故，到
明白风俗习惯的规矩门道；从了解四时
八节，到知道各种作物何时种何时收；从
扛重物该用啥姿势，到打个绳结怎样才
结实……不论你是坐办公室的白领，还
是在学校教书的老师，这些知识和能力，
在生活中、职场上，不会没有用处。比方
说吧，风和日丽的日子，小伙子带着女友
去野外搞个烧烤，折腾半天火都生不着，
是不是尴尬得很？而对于曾经常在野地
里和小伙伴烤红薯吃的人来说，生火，实
在就不是个事儿。

时代在发展，中国的城市化也在大
踏步地迈进，但可别忘了，就是在工业化
发展程度极高，甚至是后工业化的国家
和地区，农村生活经验，或者说劳动生活
的经验，仍然是很受尊重的。假如你去
了美国，美国法律规定是要自扫门前雪
的——如果你扬过场，或是用锨用得挺
熟练，对生活也有帮助呀。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乡村，是太多知识、能力的起源与
根基。

【新闻背景】 12月12日，有媒体报
道山东邹平黄山中学搞所谓OKAY课
堂项目，高一每生要交2800元买平板
电脑。对于这项收费，校方称钱不是
学校收取的，而是企业收的，学校不算
违规。学校已向邹平县教育局提交请
示，并获得了教育局领导的同意。当地
教育部门则表示，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必
须按照坚持自愿的原则。（12月 14日
中青在线）

百度一下“OKAY课堂”，你会发现
这个项目大有来头，背后站着的是一家
企业。事实上，这个项目已经在很多地
方推广，打入了中小学校园。打的旗号，
要么是“创新教育”，要么是“互联网+教
育”，反正尽显高大上。

应该来说，平板电脑，市场上类似
的产品多得很。该项目的哪些功能，
是同类产品所没有的呢？内容上或
许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不会是什么
划时代的新产品。毋庸讳言，所有卖

学生电脑、学习机的，都难免想与各
地教育部门以及学校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但是，这样直接借助教育部门
和学校力量，在校园内堂而皇之卖产
品的并不多。

别说什么“自愿”了。你看那些交钱
的家长，有几个是自愿的？或者说，有哪
个教育乱收费，不是“自愿”的？这个项
目如果真牛，就应该去走市场化的道路，
在市场竞争中凭借过硬的品质和口碑脱
颖而出，而不是借助教育行政力量在基
层学校中搞推销。

一个企业试图打造所谓教育生态
圈，当然是一笔好生意；一个企业家试
图改变国内教育资源不均衡现状，足
以给生意吹出一层烟雾弹，但是，生意
就是生意，借助行政力量嵌入中小学
教学体系，对学生和家长来说，那就是
乱收费；如果是真正的“自愿”，他们会
主动去市场上购买，而不是在学校里
被催着交钱。

■洛浦听风

哪种乱收费，不是“自愿”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舒圣祥

校园里面“秀才”多？
有媒体报道，上海某高中参加

国家学生体质测试抽测，多半男生
引体向上得了零分！相关数据显
示，过去20年，我国学生上肢及背
部力量下滑趋势十分明显。对此，
众网友议论纷纷。

男生“手无缚鸡之力”似乎已成
普遍现象，@喊我黄三金自认是其中
之一：这没啥丢人的！反正大家都没
多少肌肉，肥胖也很普遍，好歹我还
占一个“个儿头高”呢！@lvming36打
趣：有没有“缚鸡之力”不要紧，只要
能帮女生拧开瓶盖儿就行了吧？

强者总是有的，比如@谁的青
春不迷茫 HZQ：考试能做 20 个的
飘过。@晴天dou好不甘落后：我去
年年末开始去健身房，这一年下来
感觉身体变化明显，引体向上什么
的完全不在话下。每次健身结束，
看着镜子里身型越发矫健的自己，
都为少年时的肥胖生活感到惭愧。

不过，在@三尺万卷看来，很
多人在学生时代都不太重视锻炼：
锻炼的收益在上学时很难体现出
来。练了一身腱子肉，同学们八成会
心想“这家伙是不是要当体育生”。

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估计不
少人是坚持不下来的。@西南科大
郑婷表示赞同：锻炼的氛围很重要。

@vanity_vestige 认为，电脑游
戏也占据了孩子们大量的休闲时
间：现在的男生聚在一起，除了聊
游戏就是商量“组团开黑”，一下课
就跑去电脑跟前。虽然他们的上肢
和背部力量不足，但指关节一定很
灵活、指尖力量一定很大吧？@飞
鸟划空_无痕和@猫的嫁衣补充
道：现在喜欢看NBA的男生越来越
少了？在体育方面，不了解、没兴趣
对孩子们的影响远胜过不运动吧？
体育观念的缺失不是增加几节体
育课就能挽回的，至少也需要多多
举办校级联赛才行。

“但从可操作性上看，发展校
园体育还是当下成本最低，见效最
快的方式。”@薛瑞众2016觉得，只
要有足够的器材和科学的训练方
法，孩子们在学校就能锻炼出好身
板。@樊耀文微博最后说：应试教
育固然是为了成绩，但不能因此培
养出一堆“文弱秀才”。身体好，学
习才有保障嘛！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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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临近年底，各大白
酒企业为冲刺业绩，相继“出大招”，
其中不约而同的一招当数限供。
12 月 13 日，贵州茅台在其官方网
站发布声明称，此前宣布部分产品
减量发售，并非有意限量，而是产
能不足的客观因素造成的。（12月14
日人民网）

岂止是茅台。
包括泸州老窖、古井贡等其他知

名白酒企业，也相继“组团限供”。这
个时间真有趣。年底了，高端白酒将

迎来销售高峰了，人家“产能不足”限
供了。同时呢，这些高端白酒，又几
乎一齐涨了价……

这么多酒企集中在这个关键时
段祭出“限酒令”，理由还都一样，是
在低估公众的智商吗？利用垄断和
市场支配地位的优势，搞饥饿营销，
以牟取更大的超额利益——这样的
猜测，真的没道理吗？

2013年，茅台和五粮液就因为实
施价格垄断，一共被国家发改委罚了
4.49亿元。这个教训，不该忘了吧？

■漫画漫话

高端酒“限供”是产能不足？

□尔冬/文 朱慧卿/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