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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记者从开发区部分中小学老师口中得

知，不少班级已经提前开始上下学期的课，这消

息让人很惊讶，为啥？

原来，这学期时间比较长，学生们复习也差

不多了，离考试时间还久，最主要是下学期上课

时间较短，索性就提前上下学期的课。

下学期有多短？

记者大致算了一下，下学期学生于2018年3

月 4 日报到注册，7 月 4 日学期结束，学校的教学

是按照周来统筹的，下学期满打满算也只有 17

周左右，还要除掉法定节假日。而这学期，差不

多有23周多。

这样的情况，不免让人想起了 2014 学年第

二学期，被称为“史上最短学期”。受当年闰九月

影响，该学年第一学期整整持续了 5 个多月，是

杭州近 50 年来最漫长的一个学期，以至于当年

的第二学期成了最短学期，从报到至学期结束，

总共也只上了81天的课。

提前上下学期的课程，教材很重要。以下沙

二小为例，教学处顾三川老师告诉记者，新华书

店已经运来了所有的数学教材和部分英语书，其

他学科的教材，通过网上下载电子版打印后使

用，也有个别班级家委会统一在淘宝上购买老教

材供学生使用。

据一位科学老师回忆，前阵子，学校老师们

收到了一条微信通知，“大致内容是，考虑到下学

期比较短，这学期长，可以提前上学期的课程，避

免学生课程过紧。”所以，这位科学老师也顺应提

前上了半个单元的科学知识，剩下三个半单元的

科学课，下学期再上，接着又安排学生们进入本

学期课程的复习阶段。

“大致算了一下，下学期比往常学期少了

十几天的课程，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习进程，

我必须提前上完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下沙

中学语文老师刘锦华老师说。为了上好课，

学生们也是想尽了办法找教材，有人直接向

高年级同学借，有人把教材复印好，装订成册

使用。

本报记者 阮飞霞

下沙中小学提前上新课，学生为了教材用尽方法下沙中小学提前上新课，学生为了教材用尽方法

本报记者 朱燕 通讯员 李风啸

天台县村民们来中国计量学院捐赠物品

背着“杆秤”抱着“米斗”来捐赠
这背后的故事不一般

秤砣秤砣

1 月 18 日，天台县石梁镇双溪村的代表们专程

来中国计量大学，他们将锦旗、感谢信和石梁镇当地

的杆秤、米斗交到校长宋明顺手中。

“我们知道中国计量大学是以计量为特色的高

校，校内也有计量博物馆，为了表达谢意，我们送秤

和斗这两样器具过来。”村民代表们说。

这份特殊的礼物背后，还有一段中国计量大学

与天台县双溪村结对扶贫的故事。

双溪村是天台山里的一个小山村，紧挨美丽的

天台山华顶国家森林公园，人口450人，毛竹和茶叶

是主要经济作物。虽然有很好的旅游资源，茶叶品

质也很好，但一直没有很好地开发起来。

2016 年底，省教育厅正式结对帮扶双溪村，在

资金上给予重点支持，帮助村里开展村庄环境整

治，并确定茶叶和农旅为村里重点发展的两大产

业。

经省教育厅的牵线，在整个帮扶过程中，中国计

量大学对双溪村进行了全过程、全面的帮扶。先后

有 8 批次的师生前往双溪村，为村里做了大量的规

划设计、技术咨询方面的工作。

中国计量大学的帮扶小组帮双溪村修订了村庄

规划，把规划图挂在村办公室，村民们对发展蓝图一

目了然；至今完成了村口景观、文化墙、党建墙和纪

念公园等一大批新建设施，以及茶包装、村庄标识等

的设计工作。

9 名大学生更是在暑假期间，冒着酷暑，用 10

天时间为村里的文化礼堂绘制了精美的墙绘，村

民对这些设计都很喜欢，赞不绝口；他们为村茶叶

产业提供了好点子，品牌注册、品种认定都已在进

行⋯⋯

做好绿水青山的大文章，确定了“对接景区搞农

旅、深挖优势做茶叶”的发展思路。中国计量大学吴

烨老师义务做起了驻村规划师，在做优做精乡村旅

游上想办法，在建设中式四合院“茶家乐”民宿区上

动脑筋，在茶叶产品包装设计和村庄标识上花心

思。由于计量大学的大力扶助，在省教育厅和县镇

政府的支持下，双溪村争取到了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资金，确立了3A景区村的创建目标。

村里的云雾茶“双溪鳞甲”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很

出名了，但是多年来茶叶种植面积小，无法形成规

模，出现只赚吆喝不赚钱的尴尬。学校的茶学专家

提出“品牌注册、品种认定、品质提升”的方案并多次

深入实地指导技术，为茶产业优化支招。

8 月，中国计量大学特派宣传实践队到双溪开

展调查采风，编发《天台群山怀抱中老掉的东西与老

去的故事》、《这儿的碗，竟刻有名字》等报道，得到媒

体广泛关注。

中国计量大学积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号召，助

力美丽乡村建设，努力将乡村的好山好水变成“聚宝

盆”，将知识技术变成“真金白银”，将文明村风变成

致富底气。

如今，看到村庄日新月异变化，许多在外务工和

求学的青年，有了回乡创业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