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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过后
到学校操场遛弯去

每天吃过晚饭，老妈喜欢
出去散散步，按她的说法就是
吃完饭得溜达溜达，不然吃过
的饭，就会留在肚子里变成肥
肉，这样就长胖了。老妈除了
每天自己要去溜达，还总是拽
上我，说要一起锻炼。没办法
拗不过她的执着，每次我都陪
着她一起下楼去散步。

之前，我们母女俩散步的
地方一般就选在小区里面，围
着小区的道路转上两圈左右，
最后转到小区的新时代文明广
场上，老妈在那里还会跟着跳
广场舞的人跳上几步。

“你走慢点，路本来就窄，
看着对面的行人点！”每次出去
散步，老妈都会絮叨。小区的
道路本来就不宽敞，两侧车辆
停得满满当当，再加上来来往
往的行人，我们散步的速度也
慢慢悠悠，我也称我们的散步
为“蜗牛走路”。

今年4月份，淄博市教育局
出台了关于学校操场对社会免
费开放的惠民政策，正好我任
教的学校和家附近的小学都在
其中。老妈也从手机上看到了
这一好消息，这让她的溜达地
点不再局限于小区里那拥挤的
小路。在学校操场对社会免费
开放后没多久，我和老妈来到
了家附近的小学，决定在这里
锻炼一番。

夜幕降临，我们还没走到
学校，就听到校园里的欢声笑
语。透过护栏望去，操场上已
经有了不少锻炼的人，有相约
而来的学生，也有不少像我和
老妈一样，以家庭为单位，父母
带着孩子一起来锻炼身体的。
来到学校大门口的保卫室，我
和老妈排队、测体温、出示健康
码、填写登记表，然后来到了操
场上。

广阔的操场打破了老妈和
我在小区里只能散步的常规，
操场上有不少人在跑步，装备

齐全的人围着操场内道大步奔
跑，老妈和我则是跟着慢跑的
大部队，在操场的外围一圈两
圈三圈地慢跑锻炼。

“这是锻炼累了，休息休息
啊？”“是啊，跑了两圈，休息一
会。”“夏天出出汗，挺舒服啊！”
跑累了，我坐在操场主席台两
侧的台阶上休息，老妈跟那些
年龄相仿的人聊了起来。从他
们的聊天中我知道了，原来都
是住在学校附近小区的居民，
在知道学校操场对社会免费开
放后，平时吃完晚饭没事了，就
选择来这里跑上几圈锻炼
锻炼。

不少人和老妈的感觉是一
样的，虽然所在小区里也有一
些供居民使用的健身场地，但
在操场上运动锻炼的感觉更
好，因为在这里，运动的氛围更
浓，前来锻炼的人也多。

暑假，我和老妈仍时不时
地去学校操场锻炼，老爸、老弟
也加入了我们的“锻炼小队”。
除了操场外，操场周围的室外
篮球场、排球场还有乒乓球台
也是对外开放的。在得知了这
个消息之后，喜爱打球的老弟
和他的小伙伴们，隔几天便去
学校里来一场酣畅淋漓的
球赛。

为了学校操场更好地对社
会开放，学校安排了专门的值
班人员全天值守，给进入学校
锻炼的居民量体温、检查健康
码等，在让居民健康锻炼的同
时，更多了一份安心的保障。

夜色渐浓，学校操场上的
照明灯亮起，照得整个操场亮
堂堂的。看着居民在操场上挥
汗如雨，尽享运动之乐的场景，
我不由感慨，这样的城市，这样
的夜晚，真好啊！

讲述人：王瑶（张店区实验
中学教师）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曲心健 整理

在张店区实验中学的操场上，
周边居民正在锻炼身体。

村里的孩子在“四点半课堂”
读书。

孩子有了“自习室”
山上建起蓄水池

8月17日下午4点半，在淄博
市博山区池上镇王疃村，正在市
场上卖桃的桃农张金丽听到手机
突然响了一下。她拿起手机一
看，有人在村民微信群里发了一
段视频。视频里，她的小女儿陈
艺文正坐在“自习室”里看书。张
金丽笑了笑，把手机放在一旁，继
续忙自己的生意。

这个“自习室”有个正规名
字，叫“四点半课堂”，这是博山区
池上镇第一个启用的“四点半课
堂”，是该镇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和
为民办实事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池上桃远近闻名，是该镇农
民的主要增收产业。8月正值“八
月酥”这个品种集中采摘、销售的
季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大部分
桃农都忙于摘桃、卖桃，只能把照
顾孩子的重任托付给老人。对于
那些没有老人照顾孩子的家庭，
孩子只能暂时“放羊”。池上镇是
淄河源头，河道、水坝多，正在放
暑假的孩子在没人看管的情况
下，很容易发生危险。

针对这种情况，王疃村近期
对村里的农家书屋进行了重新装
修，新添置了书柜、桌椅等设施，
增加了一部分符合少年儿童口味
的书籍，把农家书屋升级成了“四
点半课堂”。

8月17日下午，“四点半课堂”
正式启用，村里的孩子兴奋地跑
到书柜前挑选爱看的书。“哇！竟
然多了这么多漫画书。”书柜上，
一套新添置的《新时代红色经典
连环画库》受到孩子们的追捧，他
们各自找到了心仪的书，一个个
坐在桌子旁边读起来。

“这个‘四点半课堂’不光在
农忙时节发挥作用，等开学后还
会继续为家长和孩子提供课后服
务。我们还考虑把回家过暑假的
大学生请到‘课堂’里来，给孩子
们辅导功课。”王疃村党支部委员
王凯说。

池上桃品种丰富多样，种植
面积达到2万亩，年产鲜桃8万余
吨，糖度高、口感好的池上桃已经
成了该镇的亮丽名片。在另一个

种桃大村甘泉村，村民们第一次
感受到了高标准农田带来的
好处。

作为一种水果，桃的种植需
要大量的水。甘泉村的桃树分布
在远离村庄的山坡地上，由于之
前水利设施较落后，桃树的浇水
一直是困扰村民的大问题。

“村里之前仅有的几个小水
坝大都是几十年前建造的，年久
失修，蓄水能力很有限。”甘泉村
村委委员郭涛说，2019年春季遭
遇干旱，甘泉村仅有的一口井开
足马力也无法满足果树浇水的需
求。无奈之下，村里又找人打了
一口深井，结果还是不够用，最后
只能跑到别的村买水、拉水。

郭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
种植的470多棵桃树全部浇一遍
水需要10个半小时，其间需要用
到至少两台90米扬程的抽水机，
每台机器一小时消耗6至7升汽
油，按照一升汽油6元计算，浇完
所有的桃树单是燃油费就要七八
百元。

2020年初，甘泉村启动了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先后在山上新
建了2个拦水坝、2个泵站、6个蓄水
池，这些水坝和蓄水池均匀分布在
桃林里，极大方便了村民浇水。蓄
水池有配套的上水管，把井水抽到
蓄水池里后，可以借助自然的地势
用下水管给果树浇水，不需要水
泵。拦水坝同样配有上水管，既可
以拦蓄雨水，也可以在没有雨水的
情况下当作蓄水池使用。

截至目前，配套的主管道已
经铺设了500米，等“八月酥”完成
采摘后，主管道和分支管道将继
续施工。等全部工程完工后，村
民们只要拧开自家地里的水龙头
就能浇地了。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韩凯 孙良栋 通讯员 鹿
传慧 任世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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