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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秋风拂过校园，在上海财经
大学515寝室的一个书桌下，一封“精心
藏匿”的信笺偶然被打开。“祝我顺利，也
祝你顺利。”一封信，一份祝福，在那一刻
温暖了两个学院的两届上财学生。
亲爱的下一级515宿舍1号床同学：

你好，我是目前的1号床，即将毕业的

2024届硕士应届生小徐。我的室友是2号

床小安、3号床小郭和4号床小杨。我们4

人来自山东、天津和江西，来自五湖四海

的我们在515寝室度过了愉快的两年。

7 月 5 日就要离校了，毕业前想留点

什么在这个宿舍里，也算是我的“到此一

游”了！所以写下这张纸条，贴在隐秘的

角落，不知何时会被你发现。

无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无论你是作

为一名本科生还是硕士生住在这间宿舍

里，我都衷心祝愿你有健康的身体，明确

的奋斗目标，愉快的住校生活和珍贵的求

学经历。

悄悄告诉你，咱们宿舍的窗户不影响

你在窗外晒衣服哦！还有一点，这个宿舍

出过一个博士哦（not me）！

毕业倒计时8天，我爱上财，我爱外国

语学院，感谢导师冬梅！祝我顺利，也祝

你顺利。2024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梅雨

中，小徐留。

写下这封信的是上海财经大学外国
语学院2024届硕士毕业生小徐，不经意打
开它的是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2024级硕
士生小林。欣喜之余，他将信中祝愿分享
到了班级群，转送给班里的每一位同学，
一时间群里“炸开了锅”，“泪目”“温暖”

“感动”……同学们纷纷为小徐学姐点赞。
“感谢学姐，也感谢林同学将这份祝

福分享给班里的更多同学，让我们感受到
文字中的鲜活生命力……”班长小敬表
示，这张承载着祝福的信笺是缘分，是对
他们的鼓励，更像是学姐在当初刚进入上
财时对自己的期盼。“我们也将尽自己所
能，留下属于新一届上财人的足迹！”

暖心瞬间的背后是这样一段故事。
毕业前小徐学姐给自己列了一张毕业愿
望清单，想让学生时代圆满地结束，这封

信正是清单中的一项。“感觉在这个即时
通讯的年代，写信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收
到信的这位同学也会感到很有趣吧。”

当小徐知道这封信被发现了的时候，
她还有些意外，她既没料到这么快被人找
到，也没料到会被这么多人知道。“知道大
家看到这封信很感动，我很开心，信中都
是我的真情实感，我真的很珍视这段在上
财的求学经历，在这里认识了可爱的同学
们，领略到了老师们高超的学术水平，增
长了很多专业见识，这段经历是我宝贵的
精神财富。”

小徐也在第一时间和原先的室友们
分享了这份喜悦。这间515寝室的学姐
们又纷纷对学弟学妹们送上了祝福。小
安说：“不要焦虑现在，未来无限可能。”小
郭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小杨则祝福
大家要“爱自己，爱生活，让阳光照在心头
每个角落”。“愿大家探索更多的可能，留
下最少的遗憾。”小徐最后这样表示。

因为一封信笺，一个温馨又美好的故
事，让跨越了校园的这份情谊更永久地被
留存了下来。

上财新“财子”被学姐留下的一封信感动

愿今天的你成为明天最好的自己

小学生变身“小农人”自种水稻迎来丰收

在实践课中领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割稻、晒稻、脱稻……10月30日，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校园

里的最后一小块稻田的稻子赶在台风风雨影响前收割完毕。从6

月24日下田插秧，到10月30日“颗粒归仓”，五年级的同学全程参

与种了一季水稻。“虽然亩产未达‘千斤’，但育人的意义值‘千

金’。”校长赵蔚秋说。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是一所位于
市中心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但在寸土
寸金的校园里，却藏着一片不小的田地。

“这里原先是一个城中村，拆除之后
成为了一片教育用地。”校长赵蔚秋介绍
说，学校改扩建计划从明年开始，为了给
城市里的孩子创造一些独特的体验，尽管
时间不算很长，学校还是希望把这块地用
起来。于是，在田地的一侧为学生打造出
了一片稻田。

今年6月24日，四年级的同学们戴上
斗笠、挽起裤腿、捏着稻苗下田插秧。此后，
学生们利用每天的班会课、午休、劳动课、课
后服务等时间不断进行田间管理，每个班负
责两小块稻田，暑假期间也没有中断。

这学期开学后，已经升入五年级的孩
子们仍不时照料着稻田。在大家的期盼中，
10月24日，稻田终于迎来了收获时刻——

同学们手持镰刀收割自己种植的水稻。
“割稻的时候，要弯腰，还要割水稻，

感觉非常辛苦。”五（3）班陈思睿同学割了
半小块稻田，深切体会到了农业劳动的艰
辛。她告诉记者，真正体会了“粒粒皆辛
苦”之后，她以后会更好地贯彻“光盘行
动”、珍惜粮食，“我还要好好学习，以后为
建设现代化农业强国贡献力量。”

五（2）班的孙熠霖至今仍记得插秧时
的经历：“刚下到稻田里，脚立即就陷下去
了，站稳都很难，后来掌握技巧了才慢慢
好了。”孙熠霖的家就在学校旁边，从她家
楼上的窗户能看到稻田，“我经常从楼上
看稻田，眼睁睁看着水稻从绿色慢慢变成
金黄，感觉很有成就感。”

除了割稻，同学们还参与了晒稻、脱
粒、脱壳等工作，见证了从秧苗到大米的

“蜕变”。

“我们这片田地分了三个区域，一片
是班级田，16个班级每个班都有一块，种
植各种蔬菜，一片是稻田，还有一片是校
级种植区域，有各种蔬菜、中草药。”学校
德育教导黄盈秋说，水稻是今年第一次
种，但各班的蔬菜已经种了好几季。

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班种植的蔬菜种
类并不一样，有班级种的油麦菜已经快能
采摘，有班级的小青菜则刚移栽上，还有
班级的田里在休整。“每个班想种什么，可
以上报给学校，学校会购买种子，有的班
级也有学生从家里带种子。”黄盈秋说，各
班种出来的果实也会分给学生品尝。

“我们之前种过土豆、樱桃小萝卜，还
种过山茶花，都长得挺好的。”五（2）班江
山同学自豪地说，他们每个人分到了一两
个小萝卜，“拿回家拌沙拉了，挺好吃的。”

随着劳动课进入课表，本学期起，小
学每个年级都要开设劳动课。而围绕水
稻种植，永兴路二小设计了一系列校本特
色课程。这些课程包括稻草绳编制、制作
美食等，一年级至五年级难度逐步提升。

“比如，低年级的是编稻草绳、打稻草结，
高年级就是用稻草做一个草编小制品；做

美食也是，低年级可能是捏饭团，高年级
就做更复杂的米糕。”

黄盈秋说，结合劳动课程，学校也在
劳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今年这个
收获季，就有8个学科围绕这一主题开展
了和水稻元素相结合的学科探索。比如，
语文学科让学生搜集关于水稻的诗词、佳
作进行学习，用自己的表达赞美稻田的风
光；数学学科结合高年级学生学到的质
量、体积等概念，让学生设计一个50克的
大米包装盒；美术学科，开展吉祥物设计、
晒谷场设计。“科学课，这学期高年级有关
于酸碱的知识，于是就让孩子们检测土壤
的pH值。”黄盈秋表示，学校借来了专门
的仪器，学生现场采样，进行pH试纸比对
后，结合科普知识判断学校的土壤适不适
合种植水稻，“测出来土壤是碱性的，再让
他们给出一些土壤改良的建议。”

黄盈秋表示，这块田地也给孩子们提
供了真正能够动手操作实践的机会和平
台，“给他们图片展示、文字讲述，和真正
到稻田里种植，体验度是不一样的。此
外，真实感受了劳动的艰辛后，他们也更
能感悟节约粮食和劳动教育的意义。”

［学生］
看着稻子由绿变金黄，很有成就感

［学校］
课程与实践结合，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探究

学生晒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