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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上午，瑞安团市委、塘下镇环保协会联合温州职业技术学

院启动“同饮一江水，保护母亲河”为主题的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

据悉，此次暑期实践活动共有15名大学生参加，主要调研塘下的

水环境问题。他们将在接下来的30天里，走访塘下镇范围内的温瑞

塘河、景阳河、龙河等河流，通过问卷调查和当面交流的方式，了解塘

下镇的水质与周边环保情况，从而呼吁广大市民关注治水，保护母亲

河。 （记者 黄国夫 特约记者 陈银贤）

“村里很多年前是有学校

的，现在早已经没有了。”八水村

村委会主任鲍秀忠说，当初张国

华老师一个人辛苦地筹办“孝德

学校”，最终却发现没有教学场

地，于是村里就决定在暑期将村

办公楼改成教室。

当天，记者来到“孝德学校”

时，还看到鲍秀忠在教室门口转

悠。他说，“我们还要求周末值

班的村干部到‘孝德学校’一起

帮忙照看孩子，加强安全保障。”

“‘孝德学校’对我们八水村来

说非常有意义，我们会支持张国华

老师继续办下去。”鲍秀忠说。

看视频 听故事 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八水村“孝德学校”又开课了！

看视频、听故事、学习传统文化知识
……7月6日，42个年龄各异的孩子，在八
水村“孝德学校”同上一节课。据悉，这是
八水村“孝德学校”今年暑期开学的第一
堂课。

现场：看视频听故事，孩子乐学《千字文》

“在太古的时侯，太空中飘

浮着一个巨星，形状像是一个鸡

蛋。就在那巨星的内部，有一个

名叫盘古的巨人，一直在用他的

斧头不停地开凿，企图把自己从

围困中解救出来……”一上课，

老师陈继飞就播放了早已准备

好的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

的动画视频，这便是《千字文》正

文第一句的链接故事。

“盘古好厉害呀！”、“这个故

事好有趣。”孩子们津津有味地看

完这一段动画视频后纷纷说道。

“这个故事就蕴含在我们今

天要学的《千字文》的第一句话

里，我们一起朗读一下好吗？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孩子们跟着通读几

遍后，陈继飞又逐字逐句地解释

了这16个字的意思。

今年已是八水村“孝德学

校”举办的第三年。每周日上午

8 时至 10 时 30 分上传统文化

课，下午 14 时至 16 时给孩子们

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特殊

的课堂在八水村获得了孩子和

家长们的热烈欢迎。

“附近所有想来的孩子都可

以来，只要前期来报名。”今年

79 岁的负责人张国华是八水村

的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塘下有名

的“环保达人”，在八水村村民当

中具有一定的威信。他说，今年

共有 42 个本村孩子和新居民子

女报名参加“孝德学校”，有 8 名

在塘下各小学任职的老师轮流

授课，5 名老师自愿担任义工照

看孩子。

张国华说，前两年“孝德学

校”教授的内容都是《弟子规》，

今年和镇文明办商量后确定了

《千字文》作为教材。“希望孩子

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学习做人的

道理。”

孩子：在这里上课很快乐

今年12岁的陈志新是市实验

二小的学生，暑假过后将要就读六

年级。作为本村的孩子，陈志新连

续三年都报名参加了“孝德学校”。

“ 以 前 没 有 参 加‘ 孝 德 学

校’学习，在家就是和哥哥玩，有

时候会觉得孤单、无聊，但是这

里不一样，有这么多小朋友在一

起。”陈志新说，“孝德学校”的课

堂很生动，学习气氛也很好，很

喜欢来这里上课。

“前两年《弟子规》的学习，

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要有一颗

感恩的心。”陈志新说，“孝德学

校”学到的知识是平时在学校里

学不到的。

陈志新说，到了下午，这里

有时会安排游泳课，有时安排上

街做环保宣传，有时安排自习

等，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我妈妈也很赞同我来这里

上课，今年学校刚放暑假就急着

给我报名，还告诉我来这里一定

要认真学习。”

老师：把传统文化教给孩子们

7 月 6 日，担任“孝德学校”

第一堂课的老师是市实验二小

的语文老师陈继飞。陈继飞已

经教学 39 年，被评为终身班主

任，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也

是她第 3 年来“孝德学校”授课

了。

提起当初为何来这里授课，

陈继飞说，一开始她是受张国华

老师的邀请，张国华曾是她的老

师，且她娘家是八水村人，也想

为八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来了之后发现孩子们很热

情。”陈继飞说，其实每个老师只

轮到一次授课，时间安排在周

日，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虽然仅是一节课的时间，

陈继飞还是在家做足了功课。

她自己上网找了神话故事《盘

古开天辟地》的视频动画，还

做了详细的课件，让课堂增色

不少。

“明年我就退休了，即便退

休了，我也还愿意来‘孝德学校’

给孩子们上课。”陈继飞说，孩子

们在学校学不到这种传统文化

知识，有些新居民子女更是没有

机会接触这些，所以借着“孝德

学校”的机会给孩子们传授传统

文化非常有意义。

八水村：全力支持“孝德学校”

“温职院”大学生暑期
到塘下开展水环境调研

■记者杨微微

课堂现场

孩子们领取教材时的留影孩子们领取教材时的留影

这些年，虞先生一直跟

他人合伙在外做生意，最

近，他打算回家独自创办一

家汽车配件厂，可还有部分

资金缺口。虞先生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来到浙商银行温州

塘下支行，咨询集体性质的

农房能否办理抵押贷款。令

他意想不到的是，银行不仅

给了他 60 万元的授信，还

为 他 办 理 了 30 万 元 的 贷

款，解决了他办厂的资金缺

口。

据了解，浙商银行温州

塘下支行推出“农房抵押

贷”，为当地不少村民解决

了融资难题。今年以来，已

办理此类业务 197 笔，新增

农房抵押贷款7500万元。

“今年我们在原核定 1

个亿农房贷款额度的基础

上，新增 1.5 亿农房贷款额

度 。” 该 支 行 行 长 彭 进 达

说，由于“农房抵押贷”抵

押物的特殊性以及各村情况

有所不同，原来在塘下镇可

接受的范围仅限于沿街店

面。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扩

大服务面，该支行通过多次

调研、走访，将放贷范围扩

大到全镇 62 个村，而不仅

仅是沿街店面。

彭进达介绍，“农房抵

押贷”等小额贷款项目之所

以在塘下受到欢迎，是因为

塘下经济较为活跃，几乎家

家户户都从事汽摩配相关产

业的生产经营，其中以家庭

作坊式居多。随着生产规模

扩大，周转资金需求增加，

生产经营者们手头的资金已

无法满足其要求，于是，寻

找金融机构融资。然而，向

银行贷款一般需要国有土地

性质的相应抵押物，而他们

拥有的是集体土地性质的自

有农房，无法办理贷款。

为解决塘下地区农村个

体经营者贷款抵押物缺失的

问题，浙商银行温州塘下支

行先后推出“农房抵押贷”、

“村民担保一日贷”等“支农

支小”（支持农户、个体户、小

微企业）的贷款业务。

2013 年，浙商银行温

州塘下支行与陈宅村、新坊

村、双桥村 3 村签订“村民

担保一日贷”合作协议，这

3 个村的个体户、小微企业

主到该支行贷款，由同村村

民做担保，最高可贷款 75

万元。至今该 3 个村共有 31

户村民办理该项贷款业务，

用于小微企业或者个体户经

营发展。据悉，除上述 3 个

村外，今年该支行还将与 4

个村签订“村民担保一日

贷”合作协议。

浙商银行温州塘下支行放贷范围从
沿街店铺扩大到全镇62个村，与3
个村签订“村民担保一日贷”协议

“支农支小”
塘下人很欢迎

近日，塘下镇双桥村村民虞先生用自家集体性质的
房子作抵押，从浙商银行温州塘下支行贷到30万元，解决
了自己再创业的燃眉之急。这是浙商银行温州塘下支行
践行群众路线的一项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