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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访观察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本报记者 李婷

站在暑假的尾巴上，杨浦区一所公

办初中的初一年级班主任张老师顶着高

温、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家访的路上。在

学生刘可迪（化名）的家中，一张张摆

放在茶几上的暑假计划表，让张老师惊

讶不已——

“7：30起床背诵；8：30数学；10：00

语文；11：00练钢琴；12：00午饭……

19：00学校作业；20：00订正错题、背诵、

洗澡;21：00看电视;21：45睡觉。”这是暑

假前，刘可迪与母亲一起制定的时间表，每

天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精确到每小时。

试问，有多少孩子能把这样的计划

坚持到底？在家访时，刘可迪的妈妈告

诉张老师，她的孩子做到了。在妈妈的

严格监督下，刘可迪今年暑假没有报名

参加校外培训班，而是自己在家学习。

这几天，不少奔走在家访路上的初

中老师都有类似感受：眼下，越来越多

的家长正深度干预孩子的学习，从安排

学习时间、帮忙打印学习资料、收集各

种升学信息，到亲自为孩子遴选学习资

料，辅导订正练习题……然而，透过家

访看到这样的场景，老师们的心头，实

在忧大于喜。

确实，孩子的每一次进步和成长背

后，都有家长的托举。但“托举”的度，究

竟该如何把握？

学生为何在校不提问？
家访中“谜底”揭开了

“快去把暑假作业拿来给老师看

看。”招呼张老师落座后，妈妈“一声

令下”，刘可迪便跑到书房，抱来了四

五本已经完成的暑期练习册，并把每一

周的暑期计划表摊在老师面前。

这些暑期作业中，有“耳熟能详”

的《一课一练》，也有妈妈帮忙一页一

页整理的学习资料、订正的错题集等。

随后，妈妈还跟张老师分享起自己对新

学期即将启用的部分学科新教材的看

法：“数学的内容变化不大，就是顺序

调整了一下；英语学科的内容看上去变

化不小，学习要求貌似提高了……”

刘可迪的父母都毕业于沪上一所知

名大学，对孩子的学习十分用心、期待

很高。而张老师在家访中也观察到，刘

可迪对妈妈的依赖性较高。平时在学

校，刘可迪显得有些内向，很少向老师

提问。在家访时，张老师解开了谜团：

原来，平时遇到难题，或在课堂上有一

些知识点没听懂，他一般都是回家后向

妈妈提问。

“很多家长已经深度卷入孩子的学

习，尤其在一些所谓的‘牛校’，家长

的参与程度更深，甚至已经帮孩子规划

好了未来发展的每一步。”王荣是市中

心一所公办初中的语文教师，在今年暑

假对初二学生的家访中，发现也有一小

部分家长已经提前规划了孩子读大学、

深造的时间表。

王荣也有些无奈：“遇到这样的家

长和学生，老师究竟要不要管？”

家长过于严格，其实是把
“双刃剑”

从预初年级接手后，张老师和班上的

学生已经相处了一年。这个暑假，她决定

走访约三分之一的学生家庭，其实并不随

意，都是经过选择和思考后定下的。

有两类学生，在她看来有必要引起

关注。第一类是学生所在家庭亲子关系

不和谐，甚至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的，因

为这些学生容易在青春期表现出情绪

问题，进而反映在学习成绩、行为举

止等方方面面；第二类是那些标准意

义上的“好学生”，看上去他们已经非

常努力，但成绩和他们自己的期待或父

母的要求有距离，需要老师进一步鼓

励、指导。

刘可迪属于后者。在学校，他是老

师眼里的“好学生”，平时学习习惯良

好，成绩也不错，但就是有一点：不管

怎么努力，从没考进班级前10名。

刘可迪的家长也是让老师省心的家

长，整个暑假，在妈妈的高执行力下，

他的假期生活过得异常“充实”。但多

年带班的张老师清楚，可迪妈妈对孩子

的严格，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看上

去，家长很尽责，包办了很多；但另一

头，或许正是因为家长太强势，所以孩

子的学习原动力和创新力反而不足。”

“我不期待初中的生活，每天都有做

不完的作业。”今年暑假家访时，一位学

生也向王荣说出了心里话。学生稚嫩的

脸庞上浮现出一丝厌倦的神情，令她既

意外又心疼。“虽然还没有开学，但不少

学生已经开始畏惧了，无论是新的学习

任务，还是可能增加的作业量，都在成

为他们的压力源。”按照王荣的观察，别

说是初中生，如今，不少孩子还未升入

初中，就已经开始奔走在小初衔接的补

习路上。这些孩子的家长可能认为，提

前学习初中课程就能减轻未来的学业压

力，但忽略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这

样的加压常常适得其反。

“家长如此深度参与孩子的学习，究

竟是‘托举’还是‘拖后腿’？”家访回

程的路上，王荣陷入了深思。

家长深度卷入孩子学习，是“托举”还是“拖后腿”

势力单薄的“麻雀”如何战

胜黑恶嚣张的“乌鸦”？1949年

解放前夕，由上海昆仑影业出品

的讽刺喜剧《乌鸦与麻雀》将镜

头对准解放前的上海百姓，以

“麻雀们”对“乌鸦”的反抗展现

民心所向的历史趋势。在庆祝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乌

鸦”“麻雀”又将飞上舞台——

由国家大剧院全新打造的同名

话剧即将于9月29日至10月4

日上演，以戏剧语汇诠释经典

电影，展现以上海昆仑影业为

代表的电影界的“星火”力量，

高擎文艺前辈的精神之炬。

一部“闲聊”出来
的电影，戏里戏外星火
相映

1949年解放前夕，上海最

主要的进步电影基地昆仑影业

在相继出品了《一江春水向东

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影片

后，集聚陈白尘、沈浮、赵

丹、王林谷、徐韬集体编剧创

作，并由郑君里操刀执导，推

出 了 讽 刺 喜 剧 《乌 鸦 与 麻

雀》。影片以小见大，铺陈出

旧上海石库门内的百姓生活，

并以家国同构的精致设计展现

出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

国民党摇摇欲坠的统治景象，

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令人惊叹。

话剧《乌鸦与麻雀》导演黄

盈认为，与当时大部分关注社

会现实的新中国电影不同，《乌

鸦与麻雀》没有正面描绘战场，

而是还原了旧上海解放前的混

乱与疯狂，更演活了一个个普

普通通的市民百姓。影片创作于“天之将

明，其黑尤烈”的新旧交替之时，片中对国

民性入木三分的刻画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银幕内，“麻雀们”起而反抗“乌鸦”，

银幕外，进步电影人同样与反动当局斗智

斗勇，戏里戏外构成了互文。那是1948

年的一天，陈白尘、沈浮、郑君里、陈鲤庭、

赵丹等艺术家聚在一起闲聊，深感社会局

面的困顿，决定创作一部电影记录国民党

政权的末日景象。《乌鸦与麻雀》的剧本便

在几人的“你一言我一语”中诞生了。可

就在电影拍摄途中，审查当局粗暴干涉，

要求影片立即停拍，摄制组只好把剧本藏

在破麻袋包着的稻草里，趁晚上悄悄拍

摄，上海解放后，这部影片才

光明正大地拍摄完成。

“这部影片的魅力不仅在

于其内容，还在于其创作背

景。”黄盈说，此次话剧改编将

1948年至1949年间的电影创

作过程和故事相结合，编织戏

里戏外的双线内容：面对即将

崩溃的旧社会、满怀对黎明憧

憬的电影人，与他们镜头中石

库门里的角色，共同组成了时

代洪流中的点点“星火”。星

火相簇，成燎原之势，正是此

版戏剧改编的主题。

探入石库门纵深，
旧上海众生百态近在
眼前

两层楼、亭子间、四户人

家——在电影中，包括伪官

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

生意者在内的旧上海各阶层

代表就在这幢石库门公寓内

演出了一幕悲喜交加的时代

群戏。如果说电影能够依靠

真实的场景搭建还原石库门

内的市井生活，话剧又要如何

带观众探入这幢老房子的纵

深？

该剧舞美设计张鵾鹏推

翻了数稿。“我们并不满足于

在舞台上搭建一个房子，而是

要以石库门的建筑布局隐喻

不同房客代表的阶层以及他

们之间的关系。”张鵾鹏介

绍，舞台将重现多个房屋空

间，且空间内部都有着详细结

构设计。当故事集中在某一

家房客空间时，观众也能同时

观察到其他家庭的活动。借

助机械设备，房屋的局部会推送到观众席

最前面，然后再缓缓拉回，正如历史滚滚

而来又徐徐落幕。

石库门里的“众生相”将由国家大剧

院戏剧演员队呈现。董汶亮扮演电影中

赵丹饰演的角色——“小广播”萧老板，这

个角色体现了乱世下顽强求存的小市民生

存之道。为了走进这个与自己相隔已久的

人物，董汶亮特意请教家里的长辈，了解那

个年代普通人艰难求生的生活，“虽然时局

黑暗，但那时的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生的

信念。这部剧的底色是喜剧，让人看到残

酷现实里仍有希望。”

（本报北京8月27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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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出众的性能和质量，禾赛科技与理

想、小米、长城等国内领先车企进行量产定点

合作，也成为一些海外头部车企首选的合作

伙伴。去年2月9日，这只“瞪羚”更是脱

胎换骨，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中国激

光雷达第一股。

打开一扇不被看好的“大门”

在同事口中，李一帆本身就是个传奇：清

华学霸、运动达人、摄影达人、开F150独自穿

越美国……大学时期，就曾是人人网的“网

红”。2013年，李一帆与当时同样未满30岁的

孙恺、向少卿从美国硅谷圣何塞启程，立志投

身于“中国制造”进阶“中国智造”的事业，3位

年轻人把创业的起点落在上海嘉定。

但成立之初，禾赛科技并没有选择登上

自动驾驶这艘“快船”，而是从专用激光雷达

起家，积累了稳定的盈利。2016年，Robotaxi

概念出现，自动驾驶赛道火了。但由于价格

高昂，彼时的激光雷达并不被看好。就在这

一年，禾赛科技逆流而上，将研发重心从专用

激光雷达转向车载激光雷达，同年10月，就拿

出了首款32线机械式激光雷达样机。

之后，禾赛科技又花费一年多时间开发

公司发展史上一款关键产品：Pandar40。“模仿

国外公司的成熟产品线相对简单，但我们不

想做模仿者。”李一帆说。Pandar40不仅整合

32线和64线产品的优势，也有更具竞争力的

价格和更胜一筹的性能，帮助禾赛科技迅速

打开市场，在激光雷达赛道奠定先发地位。

李一帆认为，好产品是会说话的，以

“萝卜快跑”第六代无人车为例，该车型搭

载的超高清远距激光雷达AT128，每秒可产

生153万点，4颗雷达即可满足L4级别自动

驾驶对高精度感知、360?视野全覆盖的要

求，实现收发模块高度集成化，在同类产品

中综合性能达到最强。

“在我看来，只要能把产品放到客户桌

上，销售就完成了。”李一帆说。也是凭借出

色的产品，禾赛科技一举打开国际市场。

2021年，禾赛科技成为Robotaxi市场销量第

一的激光雷达公司；今年更获得奥迪、通用、

福特等国际大厂的认可。据悉，与大厂合作

的车型将于明年起陆续开启大规模量产。

双向奔赴，未来的路更值得期待

“得益于处在长三角的有利位置，我们的

所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在上海及其周边300

公里以内都能找到。”禾赛科技政府事务负责

人马名旭告诉记者，这是公司选择扎根上海

的重要原因。上海集聚人才、资金和产业链

等要素，是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城市之

一，对于全球化经营的自主品牌企业来说，上

海无疑是最佳营商地。

“嘉定是汽车之城，落户在这里也带给我

们更多新思路、新机遇。”马名旭表示。嘉定

密集分布着汽车产业链上下游园区和企业，

2016年，国家首个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

示范区封闭测试区也在这里开园。目前，全

区自动驾驶测试总里程已创新高，各类车辆

示范应用规模居全国之首，已形成世界级标

准的智能网联汽车生态。

从2014年到今年，禾赛科技与嘉定区“双

向奔赴”，也见证了这里飞速发展的汽车产业

体系。公司从租办公楼仅做研发，发展到搭建

生产线厂房，再到如今建立面积近7万平方米

的研发智造中心，而未来的路更值得期待。

“瞪羚”之问

问：如果企业现在可以获得一项政策扶
持，最想得到的是什么？

答：激光雷达领域相对小众，希望能得到
更多的宣传机会，能够让大众知道禾赛的品

牌。同时，希望政府能多提供一些专项的车

企对接活动，比如专业领域的对接会等。

问：企业发展至今，遇到的最大困难或者
瓶颈是什么？

答：企业“出海”，还是会碰到一些阻碍，
希望在政府牵头下，行业或企业能抱团取暖，

共同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

问：如果有一条好的经验可以跟后来者
分享，那是什么？

答：坚持长期主义，不要惧怕困难和偏
见，在不断创新、不断创造价值的过程中，不

断加固企业的“护城河”。

自研芯片自建产线，走通“最艰难的路”

“不光电影，所有的文艺作品，

未必能解决实际问题，但发现问题、

有它的表达，是其重要的功能。”影

评人汪海林如是说。

日前，《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导演刘泰风、演员宋宁峰、演员孙之

鸿以及外卖骑手代表卢静杰等人来到

上海图书馆东馆，对话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毛尖等，以“我们这个时代的算

法和活法”为题，探讨电影创作，探

寻现实生活里的希望。

观照困境的电影自身也
陷入困境

眼下正在放映的《又是充满希望

的一天》，是刘泰风的长片处女作。

电影全片采用16mm胶片拍摄，以一

场外卖公司高管与公司旗下骑手之

间发生的车祸为切入点，剖析人物

的内心世界，带出多项社会议题。

这场车祸像是一条纽带，勾连了几方

生活，而“为什么会发生车祸”这个

问题将影片的主题与各种现实困境联

系起来。

“我一直很关注社会民生话题。

2021年，我看了一篇关于外卖骑手

的报道，开始关注新业态从业人员的

生存状态。”刘泰风说，也在那一年

的夏天，他开车经过一个十字路口，

等了一个长长的红灯。红灯变绿灯的

那一瞬间，他踩下油门，一个外卖小

哥从车头前飞奔而过，差点撞到了。

“那一刻我突然想，假如我真的撞到

了他，我们两人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

改变？”这就是故事灵感的开始。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并不仅

仅聚焦外卖骑手，而是将视线凑近去

看身边的人，观照“被困在算法里却用

力生活的我们”。而这部现实主义的

影片从市场表现看，似乎也陷入某种

困境，票房和口碑呈现悬殊倒挂——

业内人士称其为一部“不可多得”的

现实主义题材新作，而专业网站数据

却显示上映 12天票房总计 17.2万

元，排片占比小于0.1%。

不刻意戏剧化处理的社
会学文本

“第六代导演之后，没有出现具有

代性特征的电影创作群体了。”汪海林

说，光看电影本身，很难判断导演是

80后、90后还是70后。而这部《又是

充满希望的一天》有了代性叙事，即一

个80后导演，他对社会的认知，他的

判断，他的分析，他的表达，这一点很

重要。而且，他观察的角度和立场很

特别。电影中的部分情节虽然回避了

正面的戏剧冲突，但是它符合现实逻

辑，不给人制造虚假的满足，这是其最

具价值之处。

“我特别鼓励年轻一代的导演有

自己的拍法，而不是被算法捆绑。”

在毛尖看来，《又是充满希望的一

天》是一个抵抗算法的拍法和演法，

显示了一代新电影人的成长。电影没

有讨好任何一方，每一方都有责任，

每一方都有压力；电影也没有同情他

们、俯视他们，而是平视的视角。

“用算法的方式来拍的话，电影能拍

的点太多了。”毛尖说，但该片在矛

盾点没有做戏剧化处理，没有设置意

外的“奖赏”，而是对生活进行了社

会学切片。在导演“清澈”的镜头

下，演员的表演平实、情绪逻辑准

确。“这是一个社会学的文本，可能

真的是不讨好的。”她说。

二刷《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的人

文学者罗萌认为，这部电影释放的信

息太多，因此略显散乱和碎片化，但优

点也很明显：一方面，它呈现了丰富、

准确、自然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细节，各

种城市场景都非常耐看。另一方面，

影片在表现困境时成熟且诚恳的态度，

提供了围绕当下问题的一些深度思考。

“希望通过电影中演绎的一些情节，让更

多人对我们外卖员有更多的包容与理

解。”在上海跑了8年外卖的骑手卢静杰

说，外卖员在路上行驶的过程中，会遇到

各种突发情况。“当你们着急催餐的时

候，其实外卖员比你们更着急，因为超时

了可能被退单、被扣钱，希望大家多一分

理解、多一分包容。”

刘泰风坦言，每个人遇到的困境都

不一样，压力也不一样，关键看用什么样

的心态去面对。“明天起来，太阳照常从

东方升起，一切都不会改变，但是你的心

态很重要，你是带着乐观的心态去起床，

还是带着一个悲观的心态去面对整个世

界。期望乐观能够从电影中渗透出来，

给人注入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将

片名定为《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口碑与票房倒挂引发从业者思考

拍电影，能突破算法吗

影片《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以一场车祸为切入

点，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带出多项社会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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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打通文明创建主体间的资源壁垒，形

成“文明创建共同体”在这片土地是自然而然的

事，“呈现出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一条566米的西乡路，周边居民约1.5万人，沿街

有近60家商户和单位。依托文明创建，西乡路靠谱

文明示范街区自治管理委成立，每两个月由一家单位

担任“轮值会长”。在轮值会长单位甘泉公园，大家聚

在一起，运用刚学到的摄影技巧，精心构图捕捉花朵

的色彩和姿态，而摄影老师就来自沿街的照相馆。

原先两网融合的垃圾中转站，因噪声、气味等

问题被周边居民频频“吐槽”。街道牵头，邀请大家

坐下来谈意见，盘活现有空间资源。眼下，这里结

合文明创建，经历微更新，成为甘泉社区青立方市

民健身中心。

创建靠谱文明示范街区，是普陀区文明办在街

区层面推出的创建为民实事项目，现已完成10个街

镇全覆盖。这一过程中，创新的机制方法成为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如宜川路街道以中华新路为试

点，创新“八个一”工作法，即签订《市容环境卫生责任

区责任落实承诺书》、线上登记管理系统“一单位/商

户一档”、党员亮身份、建立“中华新路自治群”、共商

文明公约、开展文明商户评选、成立商户自治会等方

式。沿街居委会、社区民警、商户、市民等主动组建中

华新路自律自治组织，发起商户文明公约讨论，主动

做文明街区的倡导者、实践者、守护者，原本共享单车

乱停放、跨门营业、油烟噪声等顽症渐渐少了。

街区“合伙人”

半马苏河 · 1690儿童友好特色实践点入选创建

为民实事项目。围绕阅读、研学、宣讲、议事、分

享、科创、实践、健康和家校社等内容推出9项服

务。孩子们走出家门，成为“苏河两湾 · 小小宣讲

员”，听故事的人成了讲故事的人。更有“宜起

来 · 童成长”儿童议事厅，鼓励儿童参与社会事

务，增强儿童发现、探索、思考的能力，推动儿童

议事成果转化为社区建设、城市更新的成果。特殊

孩子也有属于他们的场域——“星联 · 心”公益咖

啡项目为“星星的孩子”打造1690两湾咖啡实践

基地。

老人在家门口菜市场找到了社区舞台。应社区

老人提议，高陵集市开起了“上海特色小吃馆”。

功德林、小绍兴、富春小笼等12家老字号选择在

集市安家。二楼，还有老人日间照料、社区食堂、

儿童成长中心等便民设施，一站式满足不同年龄段

人群的需求。结合传统节日，集市邀请区内各级文

明单位摆摊，义卖义诊、为老人理发、小修小补等

成为老百姓口中的“文明套餐”，烟火气里有了人

情味。

居民也成了村史馆“合伙人”——曹杨新村村

史馆，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这里的藏品

大多来自社区居民捐赠，记录了新中国第一座工人

新村从1951年建村至今的发展变化，浓缩了曹杨新

村70余年的发展与建设历程。文明的力量无声流淌

在这片“盛产”先进劳模、平凡英雄的热土上，代

代相传。

“从首个工人新村到打造人民城市建设示范点，

不光是为了让老百姓住上好房子，更是在用创造历史

的方式，铭记荣光，继往开来。”曹杨新村村史馆相关

负责人说。

“文明套餐”赢口碑，更多“首次”续新篇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