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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扇子咋卖哩？”
“大的8元，小的5元。”
“怪好哩，给我老妈买一把。”
6月4日，在万方桥附近的一

个摊位前，一场对话吸引了记者
的注意。

卖扇子的人叫刘大兰，今年
60多岁。她告诉记者，这是用蒲
草制作的扇子，很环保。买扇子的
叫王英，她买来给自己90岁的老
母亲使用。“很久没有见到有卖蒲
扇的，以为消失了，没想到还能再
遇到。母亲外出时既可以用来扇
风纳凉，还可以临时铺来坐，一举
两得。”王英说。

前来购买蒲扇的市民络绎不
绝，有人还一次买了好几把打算
送给亲朋好友，说这是夏日绿色
消暑“神器”，太少见了。

一把蒲扇，扇出习习凉风，散
发着蒲草清香。刘大兰说，蒲扇
有多种功能——当扇子用、当垫
子坐，还可以辅助驱赶蚊虫。刘
大兰是沁阳市柏香镇葛村人，编
织蒲扇的手艺是年轻时跟着村里
的一位长者学的。

制作蒲扇首先要准备原料。
“每年在七八月份，把割来的蒲草
及时晾晒，并根据高矮和宽窄将
蒲草分拣归类，以保证编出的蒲
扇大小匀称。之后，还需要将蒲
草喷水还润后在石磙下碾压平
整。”刘大兰给记者简单讲述了制
作蒲扇的工序。

据了解，蒲扇的编织过程大
致可分为“系扇”“编扇”“拾扇”

“勒扇”“杀扇”等数道工序。首
先，批一根既绵软又结实的蒲草
做“筋”，将蒲草每两根一组，一对
一对地并排系在一起，并用棒槌
把系好的“扇坯”在青石板上捶
打，捶过的蒲草绵软，又有韧性。
然后将“扇坯”铺在一条苇席上，
编扇人盘曲而坐，左腿压住“扇

坯”筋以下做把子的部分进行编
织。编织过程是制作者展示技艺
最关键的环节，各种图案花纹都
要在此时完成。“拾扇”也叫“捋
扇”，是编织中难度较大的一项技
术活，俗话说“好编不如好捋”，意
思就是说编得再好，不会捋，扇子
照样不好看；即使编得稍次一点，
捋好，那扇子照样俊俏，这和“三
分身材七分打扮”是一个道理。

“勒扇”也叫“勒把”，就是用到一
种专用工具——“拐子”，将捋出
的虚软蒲草用细绳勒出三道绳
箍，使其凸凹分明。最后，用磨得
飞快的镰刀把多出的“尾巴”去
掉，形成扇形，状如陀螺。这时，
一把蒲扇就大功告成了。

刘大兰说，葛村里很多人都
是制作蒲扇的高手。听着她的讲
述，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她们手拿蒲草，上下翻飞，历经多
道工序，一把把细密精巧、美观实
用的蒲扇编织成型。

刘大兰的手艺还不止如此，
她还会编织凉席。年轻时，她靠
着编蒲扇、编凉席的手艺赚“外
快”来补贴家用。如今，刘大兰来
市里帮忙照看孙子，只在空闲时
制作些蒲扇，在应季时售卖，生意
好时一天还能赚个百八十元。

蒲草还是蒲草，只是编织蒲
扇的人已经老去。在刘大兰看
来，制作蒲扇让她想起了年轻时，
想起了满是回忆的老院子，想起
那时虽然辛劳但又纯粹快乐的生
活。而今，她坚守的是技艺，编织
的却是乡愁。

刘大兰说，现在手编蒲扇的
市场越来越小，想学这门手艺的
人也寥寥无几，眼看着这门手艺
后继无人，她真心希望有人能来
学习，将这门老手艺传承下去。

上图 刘大兰展示手编蒲
扇。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摄

6月7日清晨，当城市还沉
浸在睡梦中时，赵春林已经起床
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了。他仔
细检查着工具包里的电锤、真空
泵、安全绳等用具。“这些都是我
们的‘武器’，缺一不可。”赵春林
笑着说。

“现在只是拆除，一会儿还
要赶到马村区安装。”当天10时
许，在我市一个小区内，正在拆
卸旧空调的赵春林告诉记者。
这已经是他今天接到的第四个
安装空调的任务了。说话间，赵
春林的手机响了起来，是公司调
度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下午还有
几个安装任务。

赵春林今年45岁，从事空调
安装工作已经十几个年头。从最
初跟着师傅打下手，到现在成为
公司的技术骨干，他见证了空调
安装行业的发展变迁。“现在的空
调越来越智能，安装要求也越来
越高。”赵春林说，“我们不仅要懂
安装，还要学习新机型的调试技
术，比如现在的新风空调等。”

安装现场，赵春林和他的
搭档配合默契。他们先铺好防
尘布，然后熟练地拆开空调包
装。安装室内机时，赵春林反
复测量，确保分毫不差。“室内
机如果装歪了，不仅影响美观，
还可能造成冷凝水倒流。”他解
释道。

除了技术过硬，赵春林还
总结出一套“安装经”：夏季安
装要避开正午最热时段，冬季
安装要注意管路保温；在新小
区要提前确认外机位尺寸，老
小区要注意墙体承重……这些
积累出来的经验，他都无私地
传授给新人。

赵春林告诉记者，最考验技
术的要数室外机的安装，他曾在
33层楼高的位置施工过。如今，

他已熟练掌握安全带外吊技术，
大大提高了安装空调外机的安
全指数。每当顺利安装成功，让
他很有成就感。

当天上午，在完成马村区的
安装任务后，他和搭档仔细检查
了排水情况，又向用户讲解了使
用注意事项。

“师傅辛苦了，喝点水再
走。”客户说。

“不喝了，还有下一个客户
等着呢。”赵春林和他的搭档婉
拒了客户的热情。

赵春林告诉记者，夏天最热
时、冬天最冷时，是空调安装工
最忙的时段，朋友们都称他们的
职业是给客户“送清凉”“送温
暖”。

赵春林给下午要安装的客
户打去电话，约好安装时间。“我
们的服务承诺，空调送货到家后
安装工会在 48 小时内安装完
毕，所有费用都是通过公司收
取，个人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要
让客户消费得明明白白。”赵春
林说。

夜幕降临，赵春林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但对他来说，这一天
还没有结束，他还要学习一些安
装新技术，因为空调设备一直在
更新换代，作为空调安装工，也
要与时俱进。

据统计，随着城镇化进程加
快和消费升级，我国空调安装工
的需求量每年增长 15%以上。
这个曾经被视为“苦力活”的职
业，正在向技术化、专业化方向
发展。像赵春林这样的空调安
装工，正在用专业技术和敬业精
神为千家万户送去清凉，也在实
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上图 赵春林在客户家拆
卸旧空调。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怀旧中编织着乡愁
本报记者 赵改玲

炎炎夏日的“清凉使者”
本报记者 赵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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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降低购房门槛到减轻
房贷利息负担，从出台“好房
子”规范标准到加快消化存
量商品房……今年年初以
来，多部门联合推出房地产
政策“组合拳”，各地积极调
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多措并
举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
性，持续推动房地产市场保
持总体稳定。

5月，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迎来今年首次下
降。降息政策出台后，不少
银行迅速跟进调整，北京、上
海等一线城市多家银行将首
套 房 贷 款 利 率 调 降 至
3.05%。

政策红利进一步减轻购
房者负担。5月27日，位于
上海杨浦滨江的保利·海玥
外滩序BUND98项目当日
开盘即清盘。选房顺序靠后
的杨女士原计划全款购买
100平方米的住房，但选房
时只剩 130 平方米的户型
了。“想到首套房贷利率下
调，还是下决心出手了。”杨
女士说。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
5月降准降息落地，为市场
注入信心，同时，地方层面从
供需两端调整优化房地产政
策，降低楼市门槛、降低交易
成本。在当前刚需和改善性
购房需求占主导的情况下，
这些政策可以促进需求更好
地落地、促进新房和二手房
的循环，有利于房地产市场
保持稳定。

政策效应下，市场交易
保持稳定。5月30日晚，在
北京链家亚奥签约服务中
心，12间签约室坐满了前来
洽谈的客户。“5月周末日均
成交二手房约40单，稳中有
升。”该服务中心负责人史先
超介绍。

前来签约的杨女士，最
近看中了朝阳区安慧里小区
一套两居室。她选择公积金
组合贷，由于是京籍二孩家
庭，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
40万元。“首付比例下降，贷
款利率下调，组合贷月供约
8100元，既负担得起，也能
满足住房需要。”杨女士说。

5月以来，各地继续调
整优化房地产政策，珠海、长
春、成都、大连、苏州等城市
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苏州、
珠海、株洲、佛山等地实施购
房补贴政策。

随着各项稳楼市政策陆
续落地生效，部分城市市场
交易呈现积极变化。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从40个重点
城市的情况来看，1月至 4
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和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0.1%和2%。

中指研究院初步统计数
据显示，1月至5月，深圳、广
州新房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
长41%、24%，深圳二手房
成交量同比增长44%，京沪
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增幅分
别为23%和34%；5月，上海
新房销售面积同环比均增
长，北京环比基本持平，同比
增长两成左右。

存量消化是促进房地产
平稳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国
首批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专
项债券落地浙江；江苏省积
极探索房票安置等一揽子政
策，推动存量房消化……目
前，多地严控增量、盘活存
量，推进存量商品房收储工
作。

在江苏南京工作的蔡博
士，于5月申请人才房票，经
审核通过获得C类人才补
贴，共领取一次性房票补贴
61.4 万元。“我购买了一套
130平方米的住宅，父母和
孩子够住了。房票刚好付首
付，剩下全部按揭贷款，还款
压力不大。”蔡博士说。

据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副主任宋刚介绍，今年3
月底南京发布“房七条”新
政，推动既有库存商品房全
部纳入房票超市，加大房票
兑付金融支持。截至目前，
全市已发出近 1.1 万张房
票，直接去化库存商品房
6200多套。

同时，“好房子”建设不
断推进，丰富了高品质住宅
供给，改善性需求入市更加
积极。国家标准《住宅项目
规范》发布后，各地结合实际
情况进一步细化、提升有关
技术措施要求。

北京市加快“好房子”建
设，开展平原新城新建高品质
住宅试点和中心城区既有住
区可持续更新改造试点；山东
出台《关于支持“好房子”建设
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优
质地块供应力度、优化容积率
计算规则等11个方面展开部
署；杭州在满足国标基础上，
鼓励项目设计创新，适当提高
住宅建筑居住楼层层高，套内
空间布局、架空层设置等满足
多元化生活方式及公共活动
需求。

业内人士指出，供需两
端协同发力的政策“组合
拳”，持续为房地产市场注入
动能，不仅有效促进了房地
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
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
础。

（据新华社北京6月 8
日电）

■考查重点：语文素
养、时代意识、家国情怀

2025年高考语文共有5套
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
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
2道作文题，上海、天津各命制
1道，北京命制2道和1篇微写
作。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有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坚持价值引领，紧扣时代脉搏，
彰显学科特色，重点考查语文
素养、时代意识与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全国一卷作文题选取了
三段和抗战有关的材料，将考
生的视线拉回到那段浴血奋战
的峥嵘岁月，引发对民族精神
传承的思考。

此外，全国二卷作文题鼓
励考生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天
津卷以大家熟悉的车轮、辐条
等为意象，推动考生思考向心
力、凝聚力对个体成长、事业发
展的重要意义。

“坚持立德树人，这些试题
注重引导考生树立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家国情怀，可以激发新
时代青年勇于担当的力量。”中
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是今
年高考作文题的另一亮点。

例如，上海卷作文题围绕
专业文章、通俗文章、传世文章
展开，与当下的文化生活紧密
相连；北京卷则从运动员中长
跑时会出现的“极点”反应以及
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比赛记
分牌、车站电子时刻表等角度
出发命题。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
与考生的日常经验比较贴合。”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分析
表示，“当前，传播手段非常丰
富，许多网络文章被广泛转发，
不少经典作品也得到更广泛的
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学生
若对当前文化传播有一定程度
了解，便可以打开思辨空间，写
出言之有物的文章。”

在专家看来，这些题目的
材料指向既可以是现实的，又
可以是想象的，由现实展开想
象，由想象观照现实，考生可以
从自身生活经验谈起，切入的
角度很多。

■考查能力：让有洞
察力的想法脱颖而出，让
模式化的表达无处藏身

深入分析今年的高考作文
题，不少专家认为，在数智化时
代，试题更加聚焦情感体验、日
常积累、实践参与等无法被人
工智能取代的特质，注重考查
考生的思维深度。

全国一卷作文题中的三则
材料各有侧重，又相互交织，对
任何一则材料的深入体会，都
会影响对其他材料内涵的认
知；上海卷作文题中，“专”

“转”“传”三个字的意义，则可
以体现考生对古汉语的思辨性
理解……

“题目不教条，对考生的思
维逻辑和语言文字运用能力都
提出了较高要求。”北京师范大
学资深教授王宁说。

不仅拓宽思考空间，同时
注重情感体验。

为老师设计教师节奖项、
以“轻”为题目写作小诗或抒情
文字，北京卷的微写作直指生
活小事、细微体验；向别人讲述
自己的梦、用文字记录自己的
梦、以行动圆了自己的梦，全国
二卷作文题则引导考生把笔端
对准“自己”……

把笔还给人，我手写我
心。“写作不止展现理性的力
量，更需要‘走心’。”教育部教
育考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这
些试题注重内容的真诚性与独
特性，要求考生用富有节奏感
的文字、典型的细节、可感的形
象传递真情实感，回应了语文
教育中“真实表达”的诉求。

在成都市石室中学语文教
研组组长李奇看来，今年的作
文题既考查语言功底与思维深
度，又为考生提供展现个性、抒
发真情的舞台，“有利于展示不
同思维状态、不同思想水平学
生的纵深思考，让有洞察力的
想法脱颖而出，让模式化的表
达无处藏身”。

■折射导向：减少机
械刷题、鼓励创新表达、促
进全面发展

每年的高考作文题，都可
以折射一段时间以来语文教育
的发展和趋势。多位受访专家

和一线教师认为，今年的作文
题同样为未来一段时间的语文
教育提供了新参考和新导向。

衔接教学，促进课堂提
质——

在有关专家看来，以作文
题为代表的2025年高考语文
试题注重与教材的关联，致力
于引导一线教学用好统编教材
的同时学以致用。

例如，全国一卷作文题的
第二则材料选自艾青的名篇
《我爱这土地》，这首诗正是统
编教材九年级上册的篇目之
一。专家认为，这类试题要求
学生在重视课堂学习的同时，
做到对课内教学内容融会贯
通，扭转机械刷题、以练代学的
不良习惯；也要求教师在课堂
上开展深度教学，提升课堂教
学质量。

以人为本，鼓励创新表
达——

纵观近年来的高考作文
题，不少专家发现，越来越多题
目不在审题立意上设置门槛，
而是更加注重激发考生活跃的
想象力和创造力，打开审题立
意的多维空间。

“从中也反映出语文教育
的趋势是引导学生创新思维，
大胆联想和想象。”李奇说，“这
启示一线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引导学生从苦练苦背型学
习，转向探究运用型学习，从而
提升学生的思维整合力、思考
纵深度。”

提升素养，促进全面发
展——

从古代诗歌到现代诗歌，
从观察生活到深入论证，专家
表示，今年的作文题对考生的
综合素养提出了新要求，引导
学生不断提升阅读能力、思考
能力和表达能力，实现全面发
展。

在广西柳州高级中学语文
教研组组长朱秋清看来，今年的
高考作文题对学生综合能力要
求较高。“未来的教学实践中，我
们既要帮助学生打牢基础，也要
引导他们更加关注现实、思考人
生，充分调动他们在学习和生活
中积累的经验，让学生可以在课
堂教学、日常阅读、历史感悟和
生活体验中实现更加全面的发
展。”朱秋清说。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7日
电）

解析2025年高考作文题：

折射语文教育哪些新趋势？
政策“组合拳”持续显效
房地产市场保持基本稳定

6 月 7 日，
2025 年高考大幕拉
开。语文科目考试
的作文题再次引发
关注和讨论。

今年作文题有
哪些突出特点？折
射出语文教育的哪
些新趋势、新导向？

“新华视点”记者采
访多位专家和一线
教师展开解读。

“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