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宣晶

一根网线，为偏远乡村孩子连通“更大的世界”

一根网线，这一头是北京、上海、

广东等发达地区的知名教师， 那一头

是云南、贵州、甘肃等偏远地区的乡村

学校。过去，这些学校最基本的课程都

开不全，更不用提科学常识、生命教育

这类拓展课程了。现在，这些只有三四

名学生的乡村教学点， 也能和大城市

同龄孩子一样上课了。

曾经只有三名学生、 三位老师的

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城村小学， 今年

有了 62 名学生，不少当地家长把在县

城读书的孩子转回到了村里。 学校老

师高淑娟说：“过去孩子们的天地只在

这三个学生加三个老师的方寸之间，

现在孩子们有了更丰富的课程， 看到

了更大的世界。 ”

改变这些偏远乡村小学的， 是位

于上海张江的教育科技企业沪江。 这

家已有 1.86 亿用户的“互联网+教育”

企业， 一边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旗

下“CCTalk 名师平台”，一边将线上优

质教育资源对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

2015 年， 沪江发起互联网+教育公益

项目 （“互+计划 ”），并通过网络课堂

为四川宜宾市白云小学10 名学生引

入上海优质教育资源。 如今，这一模式

拓展成了 “互+美丽乡村公益课堂”，已

覆盖全国 5000多所乡村学校，帮助 15

万名乡村教师和 100万名乡村孩子。

“互+计划”还催生出乡村青年教

师社会公益支持计划———“青椒计

划”。 截至目前，近 6 万名乡村青年教

师参加了沪江的这一计划， 惠及到更

多孩子。就这样，一根网线、一块屏幕，

如同阳光， 照进了那些乡村孩子和教

师的心灵。

互联网教育照亮乡

村每一个角落 ， 温暖每

一个孩子的心

全国学生人数最少的学校在哪

里？ 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二道

小学，只有一名学生。而同镇的前阿拉

小学， 也只有三名学生。 像这样的学

校，中国有很多。 统计显示，全国 100

人以下的乡村小学约有十余万所，它

们无不是地处偏远乡村， 长期以来缺

师资、缺课程、缺资源，教育质量难以

保证。 而传统支教、捐赠、公益组织项

目扶持等，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

江西赣州市宁都县小布镇徐会教学

点，只有两名教师带着七名“小布娃娃”，

校园生活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单调。

2017 年，加入“互+计划”后，学校课程表

上从早晨的彩虹花晨读到网络素养、阿

福童财商，课一下子多了很多。

每天和“小布娃娃们”一起上课的，

有 5000 多所学校，有祖国最北端的黑龙

江漠河县北红希望小学， 也有帕米尔高

原上的新疆和田托阿热勒小学。去年末，

“小布娃娃”刘馨颖给沪江首席教育官吴

虹寄来同学们手绘的新年台历， 还附上

了自己的感想：“以前， 校园墙上挂着中

国地图，写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但

我从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才

感觉到，世界真的很大。我们有了美术课，

有了快乐音乐，学会了好多新歌，我也能

在全国那么多小伙伴面前举手发言了。 ”

“互+计划”曾经发起过“一起寻找最

孤独的学校”活动，找到二道小学、前阿

拉小学， 以及同样只有三名学生的广西

梧州市藤县天平镇大岭小学和甘肃定西

市鹿马岔教学点……这些原本课都开不

出的学校，因为沪江的“互+计划”而得到

了彻底改变。 深藏在广西梧州大山里的

独村教学点，16 个孩子也因为这一计划

第一次通过网络看到了大山外的世界。

吴虹说，在“互+计划”的课表上，每

周共有 21 门 28 节课程，一学期下来，就

有百位网络名师“走”进了各地的村小课

堂。 如今，这 448 节网络公益课程，已累

计播放 29.8 万次 ， 而每一次播放的背

后，都关系着一个班级、甚至一所学校孩

子的未来。

改变乡村教育， 改变

的不仅是孩子， 更是当地

的未来

“互+计划”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的

孩子，更是乡村的教育理念，甚至是当地

的未来。

设立之初， 这一计划在一些地区的

推广并不顺利。 因为公益课表上多是美

术、手工、音乐、韵律舞蹈、网络素养、科

学、 生命教育等课程， 唯一能被称为是

“文化课”的，只有每天早晨的彩虹花晨

读和外教英语。

甘肃武威市凉州区金沙镇学校，最

初只有史风梅老师的班级参加了公益大

课堂。 校长看了课表后认为，给农村孩子

上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没用！ 他更是直

言：“如果成绩上不去，‘互+’就是胡搞。 ”

一个学期结束，史风梅班上 37 名学

生， 在全学区五所学校组织的统考中获

得第一名，120 分的语文卷，她带教的班

级平均分达到 111 分。 而在此前的五校

测试中，100 分的卷子，她的班级平均分

只有 57 分，排名倒数第一。现在，金沙镇

大多数学校都加入了“互+计划”。

同是贫困地区的江西宁都县， 去年

特地拨款 197 万元奖励全县参加 “互+

计划”的 160 所学校。当地教育局负责人

温英俊说，过去校长和老师们累死累活，

学校总还是死气沉沉， 生源流失日益严

重。 引入“互+”网络公益课堂后，外地的

优秀老师把丰富的课程开到了宁都，孩

子们脸上的笑容多了， 也越来越自信，

“改变这么大，我们没有理由不推广”。

负责彩虹花公益阅读课的知名语文

教师时朝莉说：“‘互+计划’的价值也许

更多地会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以后体现。

这些乡村的留守儿童， 因为丰富多彩的核

心素养课程， 因为感受到陌生老师传递给

他们的温暖和关爱， 因为从小就通过网络

和全国各地的同龄人共同学习成长， 他们

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自然会对世界微笑。”

为老师赋能，让每一位

老师都能影响更多的老师

教育是最根本的精准扶贫， 而互联网

又因其开放性成为最能够催生创新的地

方。 如何通过“互联网+教育”模式，进一步

改变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说到底，教育质量

最终仍有赖于师资质量的提升。

但在偏远乡村， 要留住青年教师不容

易。如何为青年教师赋能，提升他们的职业

幸福感， 最终影响的， 仍是当地的孩子。

“互+计划 ”的实施 ，也激发了更多有关教

育扶贫的新思考。

2017 年 3 月，“互+计划”成员之一、江

苏常州市北郊小学校长徐青， 倡议并发起

“互加教育联盟”，打造学校教育共同体，让

所有乡村教师加入沪江的教师社群。随后，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

与“互+计划”共同发起了统整项目课

程全国教师培养计划。 在后来诞生的

“青椒计划”中，沪江邀请各地优秀教

师和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等

师范院校的教授，为乡村青年教师提供

培训，一年内就有 19 个省级行政区 71

个区县的 3.4 万名乡村教师报名加入，

累计参与人次超过 100万。

不仅是青年教师， 不少乡村小学

校长也加入进来。单单是甘肃金塔县，

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马振升、 天仓小学

校长张发明、东坝小学校长刘万春、北

苑小学校长刘宏德等都加入了 “青椒

计划”，他们带头学习、提升，有的还成

了优秀学员， 又推动更多青年教师加

入“青椒”群体。

“青椒计划”“互+计划”还共同发

起并推动了“小狮子计划”，通过教学

比拼 ，给予优秀青年教师 3000 元至

1 万元的奖励。 就在今年初，沪江又针

对乡村教师推出“N 师计划”，即从全

国各地报名的老师中挑选一批培训成

网络名师，由他们再去影响更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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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明星夫妇离婚了！ 你一定要知道

这件事！” 一条微信推送随手点开， 内容

只有一句话 “关你啥事， 都 2019 了， 对

象找着了吗？” 看似言之有理， 标题的迷

惑性却暴露了自己博眼球、 博流量的小心

思。 而这家自媒体公众号也顺利如愿， 仅

凭这一句话就收获数万多次点击。 只有无

奈苦笑 ， 被浪费的注意力时间 ， 说长不

长， 可如果同类内容刷起来没完， 其吞噬

的注意力时间却十分惊人。

如今， 低头族、 手机党的人群每天有

太多时间用于漫无目的的 “刷屏”， 而大

量无聊无意义的低质内容， 充斥着公共阅

读空间。 打开微博， 热搜话题十条里有九

条关于明星艺人。 倘若是引发有意义的讨

论或者热点事件倒也罢， 绝大多数都是无

聊无意义的 “人造话题”。 某女艺人一再

被质疑抠图式演技、 现场真假混唱跑调，

可照样凭借 “狗啃式刘海” 登上热门。 有

明星瞅准了流量的红利， 以自己名字谐音

与微信版本更新呼应 ， 仅七个字霸占热

搜。 如果说一些话题带着自嘲尚有一些幽

默感可循， 那么一些如 “娃娃机抓空了”

日常小事被拱上热搜实在让人看不懂。

只有微博沦陷吗？ 某标榜专业知识分

享的平台， “有哪些捉弄手机智能助手的

方法？” “程序员真的觉得写代码比女朋

友重要吗？” 看似能够吸引大多数网友讨

论的 “通俗话题” 长期排名靠前， 而理性

专业的标签已被抛诸于野了。

君不见， 今天某资讯平台上甲义正辞

严搬出专家权威告诫用户食物 A 和食物 B

一起吃相冲， 明天又有乙背靠所谓营养机

构说食物 A 和食物 B 一起吃营养更好 。

微信公众号里， 十年前就辟谣过的 “西瓜

打针” 谣言， 每隔一年照样能在夏天再拉

一波流量。

青少年上网看的是各路明星话题， 上

班族解乏就用无脑搞笑视频打发时间。 真

正有时效的新闻、 有价值的信息、 有实效

的知识、 有意义的分享都被淹没其中， 声

音日渐微弱。 而利用公众信息不对称所制

造的谣言和假知识， 看似无关痛痒， 长此

以往或将埋下信任危机的隐患。

对于各大网络平台与内容供应商而

言， 必须看到的是， 流量不只是一部分人

用来堆砌虚假热度的、 创造商业价值的工

具， 更是属于网络空间每一位用户的公共

资源。 公共空间的净化和优化， 不仅要靠

每个用户的自觉成长， 更需要呼唤平台管

理者的疏导引领和责任担当。

把中华文化中最温润的东西召唤出来
400 万字《汪曾祺全集》领衔，一批文学大家文集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耗时八年倾力打造的

《汪曾祺全集》日前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

相。 这部被文化知识界和万千“汪迷”翘首

期待已久的《全集》分 12 卷，共收入迄今为

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

题跋等日常文书 400 多万字。 近期亮相的

大家全集还有 《钱穆全集》《张恨水全集》

《赵树理全集》等。多部现当代文学大家“全

集”的问世，是出版者用钩沉辑佚、考辨真

伪、校勘注释、精心编辑的“工匠精神”打造

时代精品， 为中华民族文学宝库新添一批

珍贵“善本”。

收集梳理浩瀚史料， 为当

下社会提供精神营养

“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汉语言文字

的经验， 在汪先生的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

代性的东西，古今打通。 ”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院长、 文学评论家孙郁这样评价汪曾

祺，而《汪曾祺全集》出版的意义不仅仅是

使文史资料得以完整规范的梳理呈现，更

在于 “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

给召唤出来， 成为我们当下社会最急需的

精神营养”。

被誉为打通现当代文学第一人的汪曾

祺，从 1940 年开始发表作品，其创作生涯

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 在小说、散

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方面皆取得很

高艺术成就。 内容浩如烟海， 勘校难度很

高，这部《汪曾祺全集》的编辑出版花了整

整 8 年。《全集》新收小说 28 篇，其中 25 篇

创作于民国时期；散文卷、谈艺卷新收文章

合计 100 多篇；诗歌卷收录诗歌 257 首，其

中 40 余首从未见于先前的作品集；书信卷

收 293 封，此前版本仅有 55 封……从文类

看，《全集》 不仅收入汪曾祺创作的文学作

品，也收入了他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不仅

收入迄今发现的全部书信， 还收入了书封

小传、题词、书画题跋、图书广告、思想汇报

等日常文书。

出版界专家认为，正是通过书信、思想

汇报等日常文书， 可了解作家身上更深邃

的内涵。 所以，书信、题词和思想汇报等看

似“异类”的内容，现在越来越受到全集编

者的重视，新出版的赵树理、沈从文、老舍

等人的全集、 选集或丛书都曾收入相关内

容。它们对于认识作者的创作历程，理解作

者的各种观点，评价作者的人格形态等，有

着不可替代的实证作用、文献作用。

收集佚文步步小心，“火眼

金睛”护航学术操守

收文最全、底本最佳、题注完备使得作

家全集不同于一般选集， 尤其要尽可能全

面收集作者所有的文字。 在新书发布的座

谈会上，汪朗曾说父亲汪曾祺写作一辈子，

却随写随扔，这也是《汪曾祺全集》编撰耗

时费力的原因之一。

“不仅收文最多 ，还做到了全集中每

篇有题注 ， 提供了每一篇作品的版本信

息，这是前所未有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

总编应红告诉记者 。 题注交代原载及收

入作品集、文本改动、笔名等版本信息；书

信题注 ，介绍收信人简况 ；部分诗歌在题

注中交代了必要的创作背景及由编者所

拟诗题情况。 通过题注，每一篇作品的版

本情况基本厘清。 “虽然只有短短几行或

一句 ， 却往往是经过费时费力查找版本

信息 、 耐心细致地比较不同版本的更改

情况等大量幕后工作得出的结论 。 体现

了 《汪曾祺全集 》的学术性 ，也体现了我

们不惜工本 、 耐心打造精品图书的职业

操守。 ”

此外，全集编辑收集散落的佚文，年代

久远，历史资料如烟波浩渺，有时不得不面

对造假问题。《赵树理研究》曾经刊发了《太行

根据地文学艺术重要发现， 赵树理致徐懋庸

的信首次亮相》 一文， 介绍了赵树理的这篇

“遗著”。 专家董大中本拟据此将《致徐懋庸》

编入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后经董大中等

人的仔细辨析，才发现信是伪造的。靠的就是

编辑严谨敬业的精神和经年累月练就的 “火

眼金睛”。

北岳文艺出版社刚推出 《张恨水全集》，

共 64 册，1800 余万字。 该社曾在 1993 年出

版过《张恨水全集》，新版本的编辑从国家图

书馆翻出民国连载本，一一比对，改正疏漏、

错讹之处。比如《大江东去》中，第八回标题中

“且烦”应为“日烦”，第九回标题中“丰装”应

为“艳装”。在浩瀚字海中“捉虱子”，没有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绝不可能做到。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 月 12 日 星期六 视点 评论 5责任编辑/王鹏

■本报记者 姜澎

▲四川宜宾白云小学的第一堂网络课。

荨河南濮阳城关镇黄彬小学的孩子们在课堂展示美术作品。

（均沪江供图）

■ 多部现当代文学
大家 “全集 ” 的问世 ，

是出版者用钩沉辑佚 、

考辨真伪 、 校勘注释 、

精心编辑的 “工匠精
神” 打造时代精品， 为
中华民族文学宝库新添
一批珍贵 “善本”

供图：各出版社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