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段新勇 E-mail：stonesky001@126 .com
第73期

2019年3月22日 星期五

农村大众报发起的社会主义新
农村学习工程 (以下简称“村学工
程”)，点燃了全省各地农民学习的
热情。线上线下互动的学习模式，
也给了热爱学习的农民长期坚持的
力量。在众多的村学工程学员中，
几百名对家庭教育知识感兴趣的学
员组建了一个做好父母微信群。这
个微信群，是学员们活跃的线上学
习平台之一。盘点过去的2018年，
群里呈现出一连串可喜的数字：一
年里，学员们参加读报22次、读书
交流24次……周周有交流，日日有
感悟，其中，不少学员一年光学习
笔记，就写下了七八万字。

在做好父母微信群，由村学工
程志愿者带领学员读报是集中学习
的形式之一。读报以农村大众报教
育版刊发的文章为主。去年一年，
村学工程志愿者们带领学员们读了
《训子千遍，不如培养一个好习
惯》《让孩子爱上阅读》《家长严
守这些要诀，能抵御80%的错误》
等 2 4 篇 文 章 ， 涉 及 良 好 习 惯 培
养、个体成长规律、亲子关系、
个人成长等多个方面的知识。每
次 读 报 ， 由 两 个 志 愿 者 一 起 带
领，在群里分享朗读音频。听完
报 纸 内 容 ， 学 员 们 都 会 进 行 讨
论 ， 谈 收 获 ， 说 困 惑 ， 分 享 经
验。读报持续一个半小时，群内
学员互动频繁活跃，一次读报参
与人数常常达500多人次。

仅靠读报，逐渐满足不了学员
们旺盛的学习需求，于是，在张
敏、周晓、魏利等志愿者带领下，
做好父母群里觉得“吃不饱”“学
不够”的学员在去年初又成立了做
好父母群读书会。进入读书会，学
员们也是进入系统读书、自我提升
的新阶段。2018年年底，农村大众
报为鼓励、配合更多的村学工程学
员开展学习，帮助具有一定知识积
累、有系统化专业化学习要求的学
员进一步提升，专门精编了学习材
料《村学集》。《村学集》出版
后，主要面向学员提供赠阅。

相较于读报，读书会的学习更
加系统、全面、深入。去年一年，
读书会成员一起阅读了《家庭教
育》《接纳力》《陪孩子走过小学
六年》等7本书。在读书过程中，
读书会成员自发排班，把每本书分
成不同的章节录成音频，每天发到
群中，以便于更多的学员在走路、干
活、做家务等零碎时间里见缝插针
地学习。另外，学员们每隔一周还要
进行一次读书交流，分享自己在现
实中应用知识的体会。“分享越多，
收获越大”。秉持着这样的信念，学
员们在一次次敞开心扉的交流中，
系统掌握了家庭教育的基本规律。

读报，看书，写笔记，每周在
群里分享作业。一年下来，学员们
纷纷翻看一年的“积累”，自己都
觉得吃惊：笔记记录少的有三四万
字，多的竟写了七八万字。菏泽市
牡丹区李村镇魏楼村学员魏合民，
写笔记就用孩子的作业本，一年下
来写了七八本。桓台县唐山镇东岳
社区学员闫志红，去年2月份加入
村学工程。她买了一个150页的大厚
本子专门用来写笔记，用完后又买
了一本，现在新本子也已用去了20

多页。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长城村
学员王玉芹，去年笔记写了180页。
她自己数了数，每页400字左右，总
数稳超7万字。“现在回头看看自
己写的笔记，很有成就感！”王玉
芹说，“我非常佩服自己有这种毅
力，这说明，只要自己肯干，没有
完不成的事。”

一页页笔记，记录着学员们成
长的印迹，也让学员们体会到人到
中年学习的不易。群里固定的学习
时间，大多固定在每周一晚上七点
半。每到线上学习的日子，学员们
最担心的是白天的活儿干不完。王
玉芹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她自己
在家照顾两个儿子和4亩地。她最
怕的就是过秋时忙得太晚、耽误进
群学习，所以在白天她都是赶紧
干。夏津县香赵镇打帘王村学员付
雪，有两个儿子，小的才一岁半。

过去的一年，她经常一边哄孩子，
一边听音频。等到晚上两个儿子都
睡觉了，她才开始看书、写笔记。
为此，她把学习笔记分享到群里的
时间，经常是晚上10点甚至11点之
后。和付雪同镇的张屯村学员李爱
青，有一次线上学习进行语音分享
时，学员们还听到了哗哗的水声。
原来，当时她录制音频的时候，正
在地里浇着麦子。沂南县孙祖镇孙
祖三村学员胡发波，白天送快递，
晚上吃了饭边听音频边看书。寿光
市羊口镇学员董玉霞，无论是上班
还是出差都会带着书，有空就拿出
来看几页……

日积月累的学习，让学员们的
知识丰富了，这些知识，浸润到日
常生活中，让他们的家庭发生了改
变。对待孩子，他们越来越能尊重
人的成长规律并尝试进行个性化教
育；处理人际关系，他们越来越得
心应手，感觉也越来越幸福。学员
胡发波以前不爱看书，加入村学工
程后，他不仅喜欢上了读书，还固
定每周六晚上和儿子一起写作业。
他说：“和儿子一起写作业的那个
氛围，真是太幸福了！”王玉芹觉
得：“每次学习后，我都感觉浑身
充满了力量，觉得生活越来越充
实。”夏津县南城镇刘钦庄村学员
王如美，小儿子只有3岁，去年她
刚开始学习时，丈夫和大儿子都认
为“瞎耽误时间”。慢慢地，丈夫
和儿子看到她越变越好，转而成为
她学习的坚定支持者。现在小儿子
经常问她的一句话就是，“妈妈，
你今天不学习吗？”

“自从进入做好父母群后，我
变得越来越从容，不再飘着，不再
空 想 ， 而 是 脚 踏 实 地 一 步 步 改
变。”桓台县学员周晓说：“感谢
农村大众报搭建的这个平台！也感
谢所有为这个平台付出的人！”

让周晓感动的这些热心人，有
村学工程的学员，也有为村学工程
服务的志愿者和辅导员。

农村大众报记者 魏新美

线上坚持读报读书，每周固定时间学习

村学工程的不少学员，一年写了七八万字笔记

▲和孩子当同桌，一起专心学习，这成了不少农民学员家中的常
态。图为济南市长清区万德镇长城村学员王玉芹(右)在和孩子一起学
习。坚持学习久了，王玉芹都佩服自己的毅力。她最怕农忙时活一
多，学习的时间不够用。

▲菏泽市牡丹区李村镇魏楼村村学小组学员魏合民(左)也喜欢跟
孩子一起看书学习。他记笔记、写作业就用孩子的作业本，一年下来
写了七八本。这种坚持成了习惯，出了成绩，不仅对自己是一种鼓
励，对其他学员也是一种激励。

▲夏津县香赵镇张屯村学员李爱青的学习记录，一年下来，数量
也很惊人。她把这些笔记分享到群里，常常能引起大家的惊叹的和佩
服。

▲村学工程志愿者董瑞的学习笔记很认真。作为志愿者，董
瑞不仅积极组织学员学习，开展讨论，参与互动，她自己也坚持
学习，跟学员一起进步。志愿者们的无私付出，感动了许多基层
的学员。

在 2 0 1 8

年，村学工程吸
引了不少志愿者
加入。图为农村
大众报村学工程
做好父母群里涌
现出的部分优秀
志愿者。这些志
愿者用热情和勤
奋，激励着学员
们 开 展 线 上 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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