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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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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之前在学校的考试中，
语文和英语都 90 多分，数学才考
了 58分，对于六年级的学生来讲，
分数有点低，作为家长，我也很着
急，所以后来选择到培训班学习
一些解题技巧。”广州一名明师教
育学员的妈妈这样告诉记者。同
时，学员自己也表示，因为觉得校
内老师也很忙，所以没有去向他
们请教。

其实，类似的情况也是在校内
“吃不饱”这一类学生群体的画
像。这一问题不论是对学生还是
老师来说，其实都面临着很大的考
验。广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华山鹰认为，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是减轻学生压力的重要方式。

对于老师来说，“‘教’，要精

准，‘讲’，要讲到关键的地方。要
向 40分钟要效率、要质量，老师应
该用四十分钟解决 70%的问题，课
余时间让学生解决 30%的问题，切
实减轻学生的负担。”广州市执信
中学校长在采访中说到，执信中学
提倡高效课堂的理念，对各个学科
都提出了这个要求。

“针对英语来说，同学们的水
平比较容易拉开差距。我们采取
分层教学的方法，比如有的同学爱
好读原版英文小说，那么他们的阅
读作业就不用做了。有的同学基
础比较薄弱，我们会针对教学大纲
和教材合理调整难度，做一些校本
教材。未来，我们的目标是考试也
分层，学得快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学懂、弄通，慢慢进步。”执信中学

英语科副科组长岑立平这样介绍。
老师会“教”很关键，但是学

生也得会“学”。执信中学初一学
生李依尹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
兴趣非常广泛，她从一年级到初一
都没有上过课外培训班，因为她把
自己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了 14个
兴趣爱好中，之所以依然能取得好
的成绩是因为她从一年级开始就
养成了高效学习的习惯，李依尹认
为，与其低效率地学习一个小时，
不如高效率地学习十几分钟。“上
课一定要认真听讲，上课的时候
全神贯注，积极发言，课内的问题
一定要在课内解决，只要认真了
就不需要花过多的时间去做很多
重复的事情，一步到位是非常棒
的感觉。”

治理校外培训是部“连续剧” 多措并举方能长效
近年来，以“应试”为导向的校外培训机构裹挟着家长不断在教育培训上加大投入，这个被媒体比喻为“剧场效应”的“暗

战”同时也导致孩子们的课业负担不断加重。
今年 2 月，教育部联合四部委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无证无照、“超纲教学”、“提前教

学”、“强化应试”、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等乱象重拳出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治理
校外培训是场攻坚战，必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连续剧，必须按照时间节点，深入持续地推进这项工作，务求取得每个阶段的
工作目标”。

专项治理工作启动后，围绕治
理目标，各地高度重视，明确了专
项治理的时间表、路线图。截至 5
月23日，全国已摸排校外培训机构
128418 所，并且边摸排边整改，已
整改培训机构 12251 所、中小学校
272所。

斩链条是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公众
关注的点招问题，北京市海淀区
教委主任陆云泉表示，“我们已经
约谈过若干位校长，从学校来讲，
已经没有空间和途径”。“现在的
点招行为，不排除是民办的校外
培训机构，打着这样的幌子，忽悠
家长去报班。”他强调说，“我们治
理的力度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

“发现一个，停止这个民办学校招

生，对公办学校的校长来说就是
要免职”。

教育部还组织举办了校外培
训机构自律公约签约活动，全国
160家最有影响的校外培训机构共
同签署了公约，承诺依法、诚信、规
范办学。据明师教育总校长肖明良
介绍，四部委文件公布后，明师教
育随即在广州撤销了一些有夸大
嫌疑的宣传，要求老师对授课大纲
的编写严格遵守课程标准和大纲，
同时，对租赁面积未符合要求的授
课点按要求增加面积。未来，明师
教育还将开发少儿美术、棋类、阅
读类拓展、机器人等以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为目的的课程。以“向未来
生长”为教育理念的卓越教育也在
专项治理行动公布后，第一时间停

止了“奥数集训队和奥数赛培班”，
并对存在超纲超前嫌疑的讲义内
容进行更换，同时要求新老师“试
用期转正”必须先取得行业的教师
认证。

据介绍，广州市还将构建校
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对机构进行

“清单式管理”，目前这个平台的
架构仍在开发设计阶段，将明确
准入清单，届时，培训机构的课程
内容、师资力量、招生运营情况等
都会在网上公开，并且鼓励社会、
学生及其家长参与监管，结合群
众评分情况，建立黑白名单制度，
以此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在提高教
学质量、履行社会责任上下功夫，
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以后的决策
提供依据。

把孩子送去校外培训机构是
部分家长解决三点半困扰而采取
的一项被动选择。因而除了直接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探索解决小学
生课后校内托管问题也成为很多
地方配合专项治理行动组合拳中
一个重要解决方案。

“在学校上课比在外面上课更
有安全感，因为这里有自己熟悉的
老师和同学，校外机构学生很多，
课堂很吵，而且里面还很热。”就读
于广州市天河区华融小学五年级
的学生吴威林这样告诉记者。采
访时他正在上华融小学开设的课
后托管服务兴趣课程——象棋，在
这之前，他已经在校外机构上了两
年象棋兴趣班。类似的兴趣课程
华融小学还设置了很多，吴威林告
诉记者，他还报了语言艺术兴趣课
程。据了解，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
为解决小学生放学后无人照看、安
全存在隐患等问题，近两年来，一直

积极探索解决小学生课后校内托管
问题，华融小学便是其中的一个试
点学校，今年5月，天河区在全区55
所公办小学全面启动了小学生校内
课后托管工作（简称“600工程”）。

据天河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曾东标介绍，在家长自愿选择的
前提下，天河区为小学生提供从放
学后到下午6点的两类课后托管服
务套餐，一类是由本校教师负责管
理的以看护为内容的免费“基本托
管服务”，一类是通过引入第三方
机构来开展阅读、游戏、科技、体
育、艺术等兴趣小组活动的“个性
发展服务”，部分项目还可以弹性
延迟到7点。“引入的第三方机构要
有教育情怀，真正想为社会服务，
一旦发现利用学校作为宣传阵地，
通过其他方式宣传或开展校外增
值服务，会立刻取消资格。”

具体到华融小学，“我们在引
入第三方机构的时候要求他们做

到这几点：师资好，收费低，课程
多，质量优。”“师资好主要保证两
条，所有教师进来要有教师资格
证，还要有教学经验。”华融小学党
支部书记、校长郭文峰在采访中表
示，学校会对每个项目的收费进行
严格的核对和审查，很多课程的费
用比校外同类水平的机构低一半
左右。每个班级都派了校内老师
进行监督，对平时的上课情况、家
长反馈、教学考勤进行跟进。此
外，家委会也会全程参与到第三方
机构的引入、管理与考核当中。每
学期，学校都会举办开放日来向家
长展示孩子的学习成果，家长可以
进行现场评价。

华融小学学生赵曦冉的爸爸
认为，学校开展个性化课后服务的
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解决了家长接
孩子的难题，与此同时也让孩子可
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进行学
习，“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童年”。

斩链条+立公约+“晒”机构 推动校外培训机构行业自律

“免费托管”+“个性化服务” 解忧家长“三点半”困扰

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 从根本上解决培训热

“早点让孩子回去认祖归宗，
他们熟了以后就会自己过去。”这
些年，嘉义东石渔农蔡春福每年都
要回晋江东石，不但带儿子回，还
邀请大陆乡亲来嘉义看看。

2008年，黄永和与20多位泉州
黄氏宗亲终于有机会来到台湾，一
路从北到南，受到岛内乡亲热情款
待。他清楚地记得，一位叫黄桃姝
的宗亲开车跟着他们的大巴，沿途
送上饮料、水果和各种小食，让大
家非常感动。

近年来，两岸东石人你来我往，
越走越近，亲上加亲。台湾黄氏宗
亲有重要活动，黄永和都尽量参与。

两年前，蔡维藩带着几十位嘉
义东石、布袋的青少年回到晋江故
乡，他的儿女也在其中。

“我年少时懵懵懂懂，长大了才
知道自己的故乡，所以希望下一代
早点回去，知道祖先来自哪里，亲身
感受乡亲之情。”蔡维藩希望唤醒更
多台湾年轻人的“乡愁基因”，把对
大陆故乡的“心灵感应”传递下去。

他的女儿蔡宇廷则说，自己在
祖先来的地方真正触摸到父亲的
心境，原来故乡如此亲近，心是连
接在一起的。

同名村是同根村，更是同心
村。如今两岸东石人挥别亲人离
散的历史悲情，连结起共同的根脉
记忆，更冀望携手开创未来。嘉义
东石年轻一代，已开始书写“回渡”
海峡、筑梦两岸的故事新编。

蔡春福家每天有2万多斤鲜鱼
发往全台各地。已接过父亲事业
的小儿子说：“台湾市场小，我想把
鱼卖到大陆去，让晋江东石老家人
也能吃到嘉义东石产的鱼。”

蔡宇廷回福建时看到大陆的
发展进步，虽还在念高二，却已立

下志愿：要争取去厦门大学念书，
将来留在大陆工作。

晋江东石港附近，一处清代商
行建筑群古意盎然，留下了闽台商
贸密切往来的明证。

当年祖先为讨生活渡海赴台，
而今后代子孙回返大陆寻求发
展。周清水感慨道：两岸本就一家
人，我们的年轻人回去和故乡同龄
人一起打拼，是多好的事啊，有亲
缘、血缘、地缘优势，加上大陆对台
政策支持，前景无限宽广。

看到晚辈越来越多回故乡寻
根、交流、发展，蔡武璋深感欣慰。
他更期许台湾年轻一代深刻认知
到，台湾的命运始终与大陆紧紧相
连，与国家民族的兴衰休戚相关。

蔡维藩等嘉义东石人也要回
去参加海峡论坛的“十岁生日聚
会”。十年来，海峡论坛为两岸民
众搭建起畅叙亲情、增进了解、共
谋发展的大舞台，不断凝聚起包括
同名村乡亲在内的广大同胞。透
过这个两岸交流的“嘉年华”，可以
看见两岸民间往来的生机活力。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
导的“两岸一家亲”理念产生强大
感召力，推动两岸民间互动更密
切、更深入。据统计，2013 年至
2017 年，台湾同胞来大陆累计达
2700 多万人次。民进党当局上台
后对两岸交流采取种种限缩措施，
但2016年、2017年台胞来大陆人数
持续增长，更显示两岸民众交流往
来的民心大势不可阻挡。

两岸同名村是富有中华民族
特色的现象。多年致力协助同名
村对接的闽台缘博物馆研究员
朱定波深有感触地说：“同名村是
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是两岸同
胞血脉相连、亲情永系的明证。”

骨 肉 天 亲 同 枝 连
——两岸“东石”同名村探“缘”

黄昏时分，台湾嘉义东石一带的浅海被余晖浸染，连片的蚵架形成错落绵延的“海田”景观。潮声从西边的海峡传来，周清水极目
远眺：“我的祖籍地就在对岸的福建晋江东石。”过几天，嘉义人周清水就要再次踏上“回家”之路。第十届海峡论坛即将在福建登场，
他将带着十几位乡亲前去参加连续多年举办的“同名村·心连心”联谊活动，并回老家祭祖。

“六死三留一回头”，古早年代大陆先民历险渡海，入垦台湾。因为怀乡，他们以故里之名为新聚落“定义”，因此造就两岸诸多同
名村。骨肉天亲、同枝连起，无论走多远走多久，中国人的血脉意识、乡土情怀都不会改变，同名村的故事深刻见证了两岸同胞与生俱
来、不可磨灭的生命联结。

“小时候，每逢冬至，长辈都带
着我朝西祭拜。那是一年里最重
要的祭祖仪式。”74岁的蔡武璋回
忆说，当年老人常跟他讲，祖先是
两百多年前从福建来台湾的，故乡
也叫东石。

周清水和蔡武璋的老家晋江
东石历史悠久，自古就是军事要塞
和商业富埠。镇内至今保存一座
古寨，向南虎视围头湾，与金门岛
遥遥相望。这处古迹记录了晋江
东石与台湾的重要历史关联。数
百年前，民族英雄郑成功曾率军安
营于此，为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
宝岛台湾练兵备战。古寨石崖上
镌刻着浑厚苍劲的“丹心”二字，相
传就是郑成功手书，寨内还有当年
他操练水师的指挥台。

而据嘉义东石乡志记载，最早
来此开垦的先民是1661年随郑成功

来台的泉州惠安人柳樱的后裔。
康熙年间，泉州晋江人吴重燕、吴
允秀兄弟和黄生、黄圣兄弟先后渡
海入台，登岸后见树木蓊郁，闻鸟
鸣婉转，遂卜居于此，为表不忘故
土便沿用家乡“东石”之名。

史料记载，清朝时期，嘉义东石
港外，帆影林密，往返两岸的货船
云集。当年，船只从晋江东石出
发，约一日航程可达嘉义，运来茶
叶、布匹、瓷器，带回的则是糖、水
果和木材，另外还有晋江东石文士
怀兴学之志搭船来台。

1895 年，清廷因战败被迫割
台。面对日本殖民者入侵，岛内抗
日义军风起云涌，其中也留下嘉义
东石人壮烈的身影。当年，日军一
部在嘉义海岸登陆后，进入东石庄
内遭遇伏击。义军以鸟铳、镰刀、
锄头与敌近身搏斗，虽死伤遍野，

仍前仆后继。此役在台湾抗日史
上被称作“蚵壳城之战”。

武装抗日虽因实力悬殊而受
挫，但嘉义东石人强烈的民族意识
并未在殖民者高压统治下减弱。
恰好出生在 1895年的诗人黄传心
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兴办汉学，
传承中华文化，启发民族精神，多
次险被日警逮捕，却始终“持有书
生正气而不为所惧”。

随着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回
归祖国怀抱。1949年后，两岸隔绝
对峙，两岸骨肉至亲数十年咫尺天
涯、望穿秋水。

直到1982年，两岸往来之门尚
未打开，但一位叫黄水通的嘉义东
石人，因避台风暂留福建平潭，而
有机会前往晋江东石寻亲。

当年接待黄水通的黄永和今
年66岁，是晋江东石黄氏大宗祠理

事长。他熟稔宗亲事务，很早就翻
阅族谱发现，明朝第 13 至 15 代黄
姓宗亲就多有迁居台湾者，清朝嘉
庆年间最多。

黄水通向黄永和询问得知自己
祖先由晋江东石迁台，激动不已，还
前往黄氏祠堂祭拜。一年后，他又
带着几位宗亲辗转回闽祭祖。

20多年前，蔡武璋也跨过海峡，
第一次踏上故土。“看到老家的一切，
特别是家庙，真是激动，乡亲的热情
接待也让我深受感动。最为欣慰的
是，我终于完成了祖辈交代的任务。”

嘉义东石乡东石村里，有一座
黄生后人所建的“东石港紫云黄姓祖
祠”，一角栽着两株枝繁叶茂的桑葚
树，是3年前从晋江东石移植来的。

“人之有祖，犹水之有源，木之
有本也。”嘉义东石黄姓族谱里写
道，“追源溯本，永怀祖德。”

“三公宫，正月半；人点灯，恁
来看；看什么，数宫灯……一盏游
子思唐山，千盏灯，万盏灯，一半在
台湾，一半在唐山。”这首闽南童
谣，唱的是两岸东石共有的“数宫
灯”习俗。

每年元宵节，上年结婚的新人
会把宫灯挂在嘉应庙里。清代时，
嘉义东石乡亲会派人回晋江东石，
到嘉应庙祭祀，把台湾嘉应庙挂灯
数字报告祖地族亲。

2005年，4个嘉义东石人重回
晋江“数宫灯”，而后每年人数持续
递增。在两岸乡亲共同努力下，“闽
台东石灯俗”还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今年3月2日晚，388名
台湾乡亲回到晋江东石嘉应庙，与
当地百姓共同见证 42对两岸新人
的宫灯高高挂起，场面喜庆温馨。

虽海峡相隔，但两岸东石人都
始终传承着共同祖先留下的生产、
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一样的耕
海养蚵，一样的舌尖滋味，一样的
乡音歌谣……

“为防风，街道都弯弯曲曲，小
平房都开口小，还有一样的红砖古
厝，吃的东西也很相似，人们都信
奉妈祖、九龙三公……”蔡维藩8年
前第一次回到晋江东石，似曾相识
之感勾起儿时记忆，更让他自然地
将“两个故乡”连结起来。

嘉义东石五步一宫、十步一
庙，供奉神明均是先民从闽南“分
灵”而来。据了解，台湾现有源自
晋江东石嘉应庙的“分炉”就有 20
多处。

农历五月初四，闽台各地嘉应
庙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近年来更往

来互动频繁。“龙翔江海绕晴光 华
夏山川一统，宫隐仙洲襟皓月 闽
台香火同源。”晋江东石祖庙山门
石柱上刻着一幅长联，是由嘉义北
港仔嘉定宫敬捐。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两
岸东石人都重视宗祖亲缘，既见诸
修族谱、祭祖先，亦落实于弘扬美
德、教化子孙，而且恢复往来后更
携手致力传承。

晋江东石有一座始建于明代
的玉井蔡氏宗祠，抗战中部分被炸
损毁。上世纪90年代，两岸宗亲联
手重修了宗祠。这座闽南式建筑
厅壁上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
平”“慈勤果毅”“坚贞节操”，凝结
着两岸族人共同崇尚的道德情怀，
台湾宗亲回乡都要来此拜谒。

“朝夕莫忘亲命语，晨昏常荐

祖宗香”。嘉义县黄姓宗祠奉置着
一方祖训牌，“吟祖训”是大小祭祖
活动必不可少的内容。今年 80岁
的黄明堂是嘉义东石乡东石村人，
现任嘉义县黄姓宗亲会总干事。
他告诉记者，宗亲会设有子弟奖学
金，每年祭祀大典颁发，以嘉许后
辈、告慰祖先。

晋江东石木雕家郑银聘上世
纪 90年代就开始承接台湾客户的
订单，如今在台湾 200多座庙宇里
能见到他的作品。近年来，来大陆
找郑银聘学习的台湾工匠越来越
多，其中不乏年轻人。“对于文化的
交流与传承，我们有共同的责任。”
他说。

“我们这里和大陆老家一脉相
承的不只是风俗习惯，更重要的是
传统文化。”周清水说。

溯源：人之有祖犹水有源木有本

薪传：平常生活映照守护根脉的共同信念

回渡：亲人不再离散更要携手追逐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