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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亚菲

“芝麻烧饼0.3元，苹果0.25元，纸烟
3.6元，配钥匙0.5元……”从1972年 4月
开始一直到2000年8月去世，毛厚高每一
天都清晰、工整地记录着一笔笔生活开
销。28年一共记录了45本家庭账本。

原本它们可能就这样一直躺在某个
角落，发黄变旧，最后消失于世间。而现
在，它们被毛厚高的家人捐赠到首都博物
馆，被专业的工作人员分类归档，准备以
新的面貌迎接大众的参观。

小小数字折射出家庭和社
会变迁

账本的主人毛厚高1918年出生于上
海，后考入西南联大。1946年7月，毛厚
高完成了电机系电信专业的学习，后被调
往天津电信局赴任，在天津电信局与妻子
王家贞相识后组成家庭。1957年秋，毛厚
高从天津调往北京邮电学院工作。

毛厚高与妻子共生育了3个孩子，毛昌
民是最小的儿子，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
时间最长。据毛昌民讲述，父亲3岁那年遭
遇家庭变故，童年和青年时期过得比较窘
迫，因而养成了记账的习惯。但之前的记
账不成体系，从1972年起，父亲开始小心
地把每本账都保存好。“从这一年起，他开
始连续28年记录毛家账本。”毛昌民说。

父亲开始记账那会儿，毛昌民还小，
并不理解父亲的举动，“觉得这些针头线
脑的没什么用”。而随着自己渐渐长大，
并读了经济管理专业，当他再认真翻看这
些账本时，才发现一天天、一笔笔串联起
来的小账，不仅为他们一家留下了宝贵的
生活记录，而且也成为反映当时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的物证。毛昌民说：“回过头来
看，当时社会的变化，家庭的变化，家庭收
支的侧重点，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生活
的变化，都可以通过这些账本反映出来。”

毛厚高1988年来到福州，在福州邮电

系统授课。在从教的30年中，为中国邮
电经济建设和邮电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贡
献了一生。从账本上的记录可以看到，
毛厚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工资收入
为100多元，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已经
涨到每个月将近1000元，这反映出居民
的收入水平在改革开放后大幅提高。

45本账本既是账目，又是关于毛家人
生活的“日记”。在一笔笔账本的记录中，
不光能看到毛家人的家庭收入和开销，也
能了解到一家人的兴趣爱好和家里发生
过的重要事件。比如账本详细记录了毛
厚高本人曾购买的不同品牌的香烟和胡
琴，以及经常观看的当时热映的电影，王
家贞则是喜欢花草植物——一家人的日
常生活十分注重品质和精神生活。账本
中关于购买生肖邮票和国库券的花销，则
是更具年代特色的经典商品。

在1980年7月4日这天，毛厚高在账
本中写道：取了1300元，然后又加上16元
多的利息，向小恒借100元，然后又加了
50多元……最终把日立牌彩色电视机买
到了家。“肯定有印象，买到彩电全家都挺
高兴。好像是晚上跟我二哥一起去买
的。那会儿买彩色电视机要到百货大楼
排队拿号。”毛昌民回忆说，在20世纪80
年代，日立电视机是风靡中国的电视品
牌。那时候的电视、自行车、手表都要凭
本或者凭票购买。

父亲去世后，毛昌民还特意为他做了纪
念视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对这些账
本有了更深的认识。45册账本，每一册都
按照日期排列，每本的封面除了标明“账本”
字样和日期外，还盖上了印章。记账内容也
是按照日期排序。“生活中的收入、支出和我
们的生活是如何变好的，就靠着这一组一组
数字鲜活地体现出来。”毛昌民说。

小小记录展现出良好家风
家教

账本中还清楚地记录了几个儿子给

家里交生活费的记录。毛昌民告诉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他初中毕业就进了工
厂工作，1979年考上大学离开工厂。在这
期间，他吃住在家里，就给家里交生活费。

“那时候一般家庭要是多一张嘴，压
力很大。我家的条件还可以，但父亲为了
培养我们的独立能力，儿女的账也算得清
清楚楚。”毛昌民回忆起父亲的教导，感慨
良多。他告诉记者，父亲在家中非常开明
和民主，和母亲也很少拌嘴。在教育3个
儿子方面，从来没有传统严父的形象。“他
自己是大学教授，知识丰富，每次都是慢
慢给我们讲道理，讲到你心服口服。”

毛厚高非常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他
不断告诫毛昌民，一定要继续深造。在良
好家风家教的熏陶下，3个儿子均被培养
成国家的栋梁之材。长子曾任北京东区
邮电局党委副书记；次子留学德国获得博
士学位，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子毛昌民是清华大学管理工程硕士，曾
任联想集团MIS/IT总经理。3个儿子现
在都已退休。

除了毛家的3个儿子，毛家第三代孩子
身上也传承了爷爷刻苦努力学习的家风。

在爷爷的指导下，孙子们曾获得北京
市中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团体第一、进入
北京市华罗庚学校学习，并在国外获得了
硕士、博士学位。

由于时代的变迁，电子化的购物方式
不再需要一笔一笔手抄账本，但毛昌民还
会保持着过段时间翻看电子账单的习惯。

小小账本牵起与首都博物
馆的约定

2000年 8月，随着毛厚高的去世，家
庭账本停留在7月18日这天。那一天的

账本上还记录着油条2个1.00、豆腐脑1
碗 1.00……而这本账本的时间再次“启
动”，已经是22年之后。

2022年7月，首都博物馆面向全球征
集与大运河历史文化、北京历史文化相关
的文物藏品。在这次征集中，有不少市民
无偿捐赠了珍藏的传家宝、老物件，而毛
家决定捐赠出45本珍贵的家庭账本。

“本来母亲舍不得这些账本，但全家
人商量之后，觉得捐给首都博物馆比放在
家里价值更大，而且首博和我们约定，想
看账本随时可以预约来看，老人也就放心
了。”毛昌民说。

首都博物馆两馆展陈征集专班负责
人刘丞告诉记者，看到这套账本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毛厚高先生记账方式特
别详细，最重要的是他连续不断地记了将
近30年，这在征集组看来是特别了不起的
事。它能够特别细致地反映一个北京家
庭的生活变迁和经济的变化，很有价值。”
刘丞说。

回忆起捐赠账本的细节，刘丞记忆犹
新。当时王家贞老人坐着轮椅，在两个儿
子的陪同下把账本交给了首都博物馆的
工作人员。在儿子跟工作人员介绍账本
内容时，老人几次激动地想要站起来。“捐
赠人积极响应征集活动，能把珍贵的账本
捐出来，我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刘丞感慨
地说。

今年年底，首都博物馆一东一西两馆
展陈均将以全新的面貌向观众开放。届
时，作为备选的毛厚高老人的家庭账本能
有机会与观众见面。跨越了半个世纪的
历程，期待这些无声的文字带我们一起重
温那些时光变迁。而毛家的生活也将展
开新的一页。

□ 韩亚聪

教育的温度应该是怎样的？有时候就体现在润物无声
的善意中。

不用申请，无需公示，一笔餐补就能“默默”进入饭卡，
缓解月底的“余额焦虑”……近日，湖南科技大学宣布，决定
将100万元餐费打进部分学生的卡里。

一直以来，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在各个高校都
备受重视，各种政策和措施不断延伸、完善，体现了整个社
会对教育的重视，对寒门学子的善意。但善意往往并非以
最人性化的方式落地。曾几何时，在一些高校，要想被认定
为贫困学生，进而得到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帮扶，常常要经
历诸多环节，申请、评选、公示……甚至有的学校还要求申
请人站上讲台，讲述自己的“种种不幸”，被网友戏称为“选
穷”。这样的帮扶，出发点是好的，但很容易让人望而却步，
甚至造成“第二次伤害”。

公平固然需要透明，但绝不能以侵犯隐私，伤害人的自
尊心为前提。餐补“默默”进入饭卡这样的帮扶小事能够冲
上热搜，获得无数网友点赞，正是因为大家在对于公平的渴
求外，也希望感受到温度，得到尊重，能够没有压力、没有顾
虑地安心享受那些润物细无声的帮助。这是人之常情，也
是学生资助工作应该考量的，应该实现的。

也要看到，在帮扶贫困学生上，解决公平公正问题，并
不是一定要以暴露隐私、过度公开、大张旗鼓评定的方式才
能实现。就像此次湖南科技大学，用大数据为贫困学生“画
像”，既打破了信息不对称、挤掉了诚信“水分”，也保护了学
生隐私，提高了工作效率，提升了帮扶精准度，让那些真正
需要的学生及时得到资助，也让善意以更加柔软细致、更容
易被接受的方式释放出来。

教育的本质离不开以人为本，当我们把更多目光聚焦
那些身处困境的学生的所思所想所盼，善意和尊重就会更
有浸润人心的力量。

“不扰人的善意”
传 递 教 育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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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本“家庭账本”
见证见证2828年岁月变迁年岁月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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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保护古村落，守住传统文化的“根”

记者3月21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北京市房
山区史家营乡柳林水村等1336个村落被列入第六批中国
传统村落名录。至此，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
级保护名录。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象征，如何保
护和利用好传统村落，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加大投入
和维护力度，也要适时通过地方立法使古村落保护
步入法治轨道，让全社会树立保护古村落的意识，
留住传统文化的“根”，让古村落这一不可再生复制
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集合载体，在保护中实现文化
接力，在新时期更好地展现其质朴的文化品质。

侯文雅 整理点评

毕业生实习还须多方发力

在毕业季来临之前，准毕业生们精心打磨着求职简历，
希望尽早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简历中，实习实践经历成
为大多数求职者的“必填项”和企业人事经理眼中的“加分
项”。然而，获得一份亮眼的实习经历和求职简历并不容
易。有求职者表示，“手机上装了七八个招聘软件，海投了
无数岗位，一个合适的实习机会也没找到。”

实习实践是迈入职场的“先行棋”，助力大学生就
业，要先帮他们迈好实习实践这一步。政府应加大政策
倾斜或给予补贴力度，鼓励企业建立更多实习岗位；学
校要做好服务指导工作，为毕业生打通就业“最后一公
里”；毕业生应积极主动拓宽信息渠道，利用好各方资
源，迈好步入职场的关键一步。

让孩子们远离“网络流行梗”

“鸡你太美”“你这个老6”；拿起手机停不下，放下手机
就发火；打游戏“CPDD”比解二元一次方程还熟练……如
今，有的中小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近乎“疯狂”，玩“网络流
行梗”更是驾轻就熟。

孩子们长期接触“网络流行梗”，会影响他们的正
常语言学习和表达，而且会对其价值认知和精神世界
产生不良影响，危害不容小觑，亟须得到社会的关注。

“网络流行梗”流行于未成年群体，看似“病”在孩子，实
则根在成人与社会。让孩子们远离“网络流行梗”，需
要来自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合力共治。

向手写“400万字教案”老教师致敬
近日，湖北省物理特级教师程启明“火”了。他坚持手

写教案40年，目前已写100多本，累计400万字。如今61
岁的他婉拒了民办学校的高薪聘请，返聘继续留在武汉
市东湖中学。教了40年书的他，教案年年“刷新”，几乎每
个工作日都会早到学校，利用清晨梳理、总结教学，撰写
教案。

教育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事业，这一点可以
从程启明老师身上得到很好体现。程老师做教案
的方式或许有点“笨拙”，但这种“笨拙”所体现出的
正是其持之以恒的态度。“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
师以一颗朴素育人的心换学生一颗朴素学习的心，
更为重要。

一个小家庭的笔记，讲述古都北京故事

毛家捐赠的家庭账本。受访者供图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周韵曦 发自北
京 3月23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中国
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在会上了解到，2022年全
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新增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4年。

学前教育普惠资源进一步增加。2022
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89.7%，比上年提高1.6
个百分点。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其
中，普惠性幼儿园24.57万所，占全国幼儿园的
比例为 84.96%，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

4144.05 万人，占全国在园幼儿的比例为
89.55%，比上年增长1.77个百分点。

义务教育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2022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5.5%，比上年提高
0.1个百分点。各地通过新建改扩建等方式新
增城镇义务教育学位500余万个。义务教育
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
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超过95%，比
2021年增加4个百分点以上。

高中阶段普及水平进一步提高。2022
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91.6%，比上年提高0.2

个百分点。全国中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门
管理的技工学校）共有学校7201所，在校生
1339.29万人，比上年增长2.09%。

高等教育在学规模进一步扩大。2022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9.6%，比上年提高1.8
个百分点。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
中，普通本科学校1239所（含独立学院164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2所；高职（专科）学校
1489所；成人高等学校253所。另有培养研究
生的科研机构234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
在学总规模4655万人，比上年增加225万人。

特殊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2022年，全
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314所，比上年增长
1.14%。全国共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
14.63万人；在校生91.85万人。其中，在特殊
教育学校就读在校生33.57万人，占特殊教育
在校生的比例为36.54%。全国共有特殊教育
专任教师7.27万人，比上年增长4.85%。

民办教育结构进一步优化。2022年，全
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83万所，占全国
学校总数的比例为34.37%；在校生5282.72万
人，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18.05%。

2022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1.85万所
学前教育普惠资源进一步增加

3月23日，一列S2线列
车行驶在居庸关长城脚下
花海中（无人机照片）。

近日，北京居庸关长城
脚下山花渐次开放。北京
市郊铁路S2线列车穿行于
花海间，成为春日里一道美
丽的风景。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长城脚下长城脚下
花海列车入画来花海列车入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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