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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就要出发了！”今年，家住漳浦县
城的赖业勤以总分 644 分的好成绩光荣考上
国防科技大学，临近开学，这几天，家人正
在忙着准备行李。眼看女儿头一回远离他
们，父母亲还真有些舍不得，但女儿梦想成
真是家里的一件大喜事，是多么值得骄傲的
事情。

作为家中最大的孩子，赖业勤从小既是
父母的贴心棉袄，也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我的上一代是老师，所以，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赖业勤的家
长介绍说，给女儿取名为“业勤”，就是取
自唐代韩愈的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
寓意只有通过勤奋，才能使学业精进，也才
能走得更远。

用心浇灌，静待花开。在父母的呵护
下，赖业勤很懂事，也很努力。从小学开
始，她就一直是个思想上进、成绩优秀的好
孩子，后来，她顺利考上漳浦一中，开始向
理想的大学进军。

“虽然高中的学习生活节奏很紧张，但
是，抓住规律，就会有条不紊。”赖业勤
说，学习期间，周一至周五都是早上 6 点左
右准时起床， 7 点到校，中午回家稍作休
息，到了晚自习后，回到家再读半个小时，
都会在 12 点前向自己下命令就寝。虽然学
习繁忙，但是每逢双休日她都会挤出时间去
逛书店阅读，因为她从小就养成喜欢看课外
书的习惯。

“我认为学习最重要的一点是，各学科
都要有思维导图，把知识结构理清楚。”谈
起平常学习方法，赖业勤颇有感触，在她看
来，科目多，知识点又极其繁杂，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掉链子，否则会将自己陷入一望无
际的泥淖中。怎么办？就是要顺藤摸瓜，由
点到面，系统掌握知识，做到心中一盘棋，
稳扎稳打，才能步步为营，最后取得胜利。

自然，赖业勤也反对死读书，读死书。
“在读累的时候，总得有一个释放的地方。”
她坦言，学习竞争大，压力也大，但是要劳

逸结合，譬如运动，就是很不错的一种调
节。她喜欢打羽毛球，每当感觉学习上有压
力时，就拼命地打球，直到所有包袱都卸
掉，然后扬起自信的风帆，重新投入到各种
挑战中。阅读之余，她也不忘帮父母做做家
务活，毕竟家里还有弟弟们，做饭、刷碗、
拖拖地板、洗洗衣服……这些小事何乐而不
为？

“我的女儿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在于自
律。”最让家长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从小到大，
都很配合，而且能够认清什么事该做，什么事
不该做。譬如别人家的孩子沉迷于电视剧或
者电子游戏，业勤则几乎不会，即便高中后有
属于自己的一部智能手机，她也坚决不刷抖
音或者朋友圈，因为她知道时间对自己而言，
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重要。

“业勤这个孩子，学习有自己的想法，
也有自己的方法，是一个有灵性有悟性的苗
子。”回顾三年的高中学习概况，班主任林
贤文很为赖业勤的沉稳和执着点赞。

“成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保家卫国，是
我一直追求的梦想。”赖业勤透露，她很小
就非常向往军旅生活，希望有一天能够穿
上绿军装，用满腔热血浇灌美丽青春。尽
管女生要考上国防科技大学需要付出加倍

的努力，但是天道酬勤，如今，这个梦想终
于开花了，当暑假收到录取通知书时，父母
幸福地笑了，弟弟们也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这一刻，是全家人的荣耀，更是一个崭新的
起点。

暑假期间，在华安县大地村，实践团队
检查村容村貌、指导垃圾分类；在南靖县牧
兰仓兰园，实践团队与兰农联合开展线上
直播带货；在龙海区隆教畲族乡，实践团队
开展线上线下推广普通话；在漳浦县赤湖
镇大葱种植基地，实践团队进行实地指导；
在南靖县龙山镇麻竹种植基地，实地调研
麻竹种植与麻笋加工过程品质管控……漳
州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生们实地走访、观察
记录、建言献策，将学院职业教育优势与振
兴乡村需求有效对接，把技术成果从“院校
教室”送到“田间地头”。

“‘实地考察、交流讨论、集中授课、现

场观摩’的‘新农人’培训模式、融合线上带
货直播新业态推广特色农产品、乡村旅游
路线规划与导游示范讲解等，都是我校服
务乡村产业振兴的创新举措。”漳州职业技
术学院团委李艳春老师告诉记者，学院以

“三下乡”项目为抓手，主动与各县区对接
乡村所需，以项目落地推动乡村振兴，以服
务实践彰显青年担当，让“三下乡”成为“常
下乡”，为提升乡村经济、加强乡村治理、服
务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何程鸿同学参加了与兰农开展线上直
播的活动后，感觉收获满满：“通过实践活
动，接触到乡村中的‘宝藏’，对投身乡村振

兴充满信心。同时把课堂所学的内容应用
到实践中，能够帮助到乡村的‘新农人’，感
到很自豪。”

据介绍，漳州职业技术学院今年暑假
期间组建多支乡村振兴“三下乡”社会实
践团队，内容涵盖‘新农人’培训、食品研
发、科技兴农、推普助力、文旅开发、直播
带货、美丽乡村展示等，以深入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将“我为群众办实事”与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结合起来，
持续组织师生团队下乡进村开展调研、实
践，多方联动、汇聚资源、创新举措，助推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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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赖业勤高分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强军有我 圆梦军校
☉洪锦城 文/图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
田间地头助农忙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供图

新学期开学在即，初一和高一的新同
学即将踏入新的学习阶段。踏入新的学习
阶段的同时，新同学的作息也会发生变化，
学习节奏也变得更加紧凑。在漳州的寄宿
制学校中，有不少家庭就选择让孩子在学
校寄宿，加快学习节奏。当然也有不少父
母想更为细心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在
有学生宿舍的学校中，依然选择让孩子走
读。那究竟是哪种方式更有利于孩子成
长，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学生：
选择寄宿就是选择学会独立生活

选择寄宿，意味着离开父母，到那时候
除了必要的生活费，很多生活上的事便需
要自己来处理。提前独立生活对于刚上初
高中的孩子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也是
对他们的考验，更是对他们的劳动教育。

今年夏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小杨同学
就开始学习做家务了。每天晚上做完课前
预习以后，小杨同学便会到阳台去手洗衣
服，先将衣服在清水里浸泡揉搓，随后把衣
服放在搓衣板上，用肥皂在衣服上搓洗，用
手 揉 搓 衣 服 ，碰 到 脏 的 地 方 更 要 用 力 揉
搓。除此之外，小杨同学还会坚持每天叠
被子、打扫自己房间。小杨同学告诉记者：

“下个学期我要去读寄宿制学校，到时候离
开父母，这些平日里父母帮我干的活，我就
要自己干了。”

跟小杨同学不一样的是，小郑同学作
为家中的独子，一家人的掌中宝，父母并不
舍得让他去寄宿制学校，哪怕家里跟学校
有接近半个小时的车程，父母在初一的一
整个学年里，还是坚持送他去上学。哪怕
是中午在校休息，但每天来回一个小时的
车程也对小郑同学有很大的影响。当小
郑同学跟父母提出自己想去学校寄宿，小
郑同学的父母还是同意了。“既然孩子想

去寄宿，那就让他去呗，体验一下集体宿
舍生活也没什么不好的，更何况还可以培
养他独立生活的能力。”小郑同学的父亲
告诉记者。

家长：
根据自身条件选择

把孩子送去学校寄宿，有时候比起孩
子抗拒，家长反倒是更舍不得，自己的宝贝
疙瘩、掌上明珠早早地就要去住集体宿舍
独立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庇护多少有些不
忍心。但在这方面，家长的选择也有很多。

林先生就一直舍不得把自家的掌上明
珠送到学校寄宿，因此便选择在学校附近

租房，并雇佣一位保姆阿姨看管她。“家里
有这个条件，平时没事的时候也会去看看
她，关心一下她的生活和学习。”林先生告
诉记者。而王先生的家庭条件就不如林先
生这么富裕，只能把孩子送去寄宿，每周也
是有空就去学校看看孩子，没空就让孩子
在学校好好待着。“自己工作忙，把孩子送
去寄宿，这样也免于照顾。孩子自己也乖，
周末不回家也就待在学校，不会乱跑。”王
先生还跟记者透露，他们班有不少同学也
有这种情况，但是有些同学就不像他儿子
那样放假不回家就乖乖待在学校。

现在部分学校在学生寄宿还是走读的
选择上，都给了学生极高的自由度，想从寄

宿转走读，只要上学放学方便即可，想从走
读转寄宿，只要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即可。

对于初高中都在同一所中学就读的小
方同学来说，学校也给予他选择寄宿还是
走读的权利。在中学阶段的前五年，家住
县城，在市区读书的小方同学都是选择在
校寄宿。当高三学期到来时，家里面和小
方同学经过商量，决定在学校周围小区中
租一间房子，租个一年，让小方同学的奶奶
过去照顾他。高三一年，小方同学就从寄
宿生变成了走读生。“学校有给我们学生选
择的权利，家里面也觉得高三最后一年，就
不要被学校那些整理宿舍内务的事情给打
扰，自己和奶奶在外面住，休息得更好。”小
方同学告诉记者。

老师：
怎么选？家长还是需要好好考虑

关于寄宿还是走读，每个家长都考虑
了不少，核心问题应不应该把孩子的生活
起居交给学校，学校对于住宿的管理是否
值得让家长放心。

关于如何判断学校对于住宿的管理是
否值得让人放心，记者采访了厦门双十中
学漳州校区住宿生活指导中心的吕晓芳老
师，吕晓芳老师告诉记者：“首先看学校宿
舍管理是否严格，寄宿后，相当于放手将孩
子交到了学校，这时宿舍管理直接关系到
孩子的成长，如果学校拥有一个专业的宿

舍管理团队，对里面的全体工作人员采用
高标准、高要求、精细化的统一管理方式，
那么您完全可以放心地把孩子送去住宿。
其次看学校住宿环境如何，需要提前了解
学校的住宿环境和条件怎么样，包括配套
设施、饮食安全、宿舍管理等方面的条件都
要考虑，部分有四人间或者六人间的住宿
环境肯定比八人间要好，剩下的就看孩子
自己的适应能力和表现了。最后还要看宿
舍同学之间相处氛围如何，跟优秀的同学
住在一起，不仅可以互相讨论学习，还可耳
濡目染优秀孩子的言行举止包括学习习
惯，让自己的孩子在积极和谐的住宿氛围
中被潜移默化地影响变得越来越优秀，还
能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吕晓芳老师还告诉记者，寄宿还是走
读，都有自身的优劣势，还希望家长从客观
环境和主观因素两方面综合慎重考虑，也可
咨询所在学校了解，适当听取老师建议。此
外，吕晓芳老师还提醒广大学生家长：“孩子
住校后，家长务必记住这并不意味着您可以
完全放手不管，住校后的孩子离开家庭，更
加需要得到不在身边的家长的精神支持、关
怀和抚慰，在行为习惯的养成和自主意识的
培养方面仍然需要您共同督促。孩子住校
后家长应经常跟孩子电话联系或者去看望，
了解其学习、心理状态，切忌因此而疏远了
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有问题及时与学校
沟通，共同协商解决。”

班主任登门祝贺赖业勤（右）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实践团队在南靖兰花基地开展线上直播

空闲时间练练吉他，怡情养性，丰富寄宿生活。 厦门双十中学漳州校区 供图

寄宿还是走读寄宿还是走读，，
学生和家长怎么选学生和家长怎么选？？

☉本报记者 刘健宁

宿舍案头一角 的 然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