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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近日，家住哈尔滨市道外区中财
雅典城小区15栋4楼的居民王先生投
诉，这一周时间里，室外冰天雪地，室
内也不暖和。用家里的温度计测了一
下，早上起床时十七八度，晚上十八九
度，家里有年过八旬的老人，冷得受不
了，呆在屋里都要穿上大棉袄。他曾
向华能供热公司多次反映，供热公司
也派人来测过温度，但由于白天时日
照充足，测温是超过十八度的。王先
生说，他们整栋楼乃至整个小区，许多
居民家都是这种情况，有的居民冻感
冒了，有的居民买来电暖气取暖，有的
居民晚上睡觉要插电褥子，大家都盼
着暖气能更热一些，室温能更高一些。

据了解，中财雅典城大约是 2003
年建成入户的，小区内高层住宅楼居
多，楼体保温效果还是不错的。

记者就此向负责当地供暖的华能
供热公司第十一服务部进行询问，服
务部的丁部长回复说，最近一段时间，
由于气温偏低，燃煤湿度较大，出现了
膨煤现象，影响了供热，导致用户暖气
的热度不够，所以一些居民家里不暖
和。目前供热公司已采取了应对措
施，尽量提高供热温度，让居民家的室
温有所提升。

居民：
室温18℃
屋里也不暖和
供热公司：
原因找到
很快能热起来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5日早上，家住哈尔滨市道里区
买卖街 1号的李女士反映，家里温度
计显示室内温度只有 15℃左右，屋里
冷嗖嗖的。近一段时间，她所在的小
区内许多居民家都有类似的情况。有
的人冻感冒了，有的人在家穿着大棉
袄，有的人睡觉要盖两床被，还有一些
居民冷得受不了，搬到别处去住了。

当地供热归华能公司第六服务部
负责，记者拨打该公司电话询问，一位
工作人员回复说，近一段时间买卖街
附近的供热管线出了问题，经过工作
人员检修，目前故障已排除，技术人员
正在抓紧时间调试，争取让居民家的
屋子早一天暖和起来。

对于这一回复，居民李女士说，节
日期间大家都希望在家能不挨冻。

居民：
室温15℃
屋里冷嗖嗖
供热部门：
管线出问题
已完成维修

□文/摄 本报记者 苏强

哈尔滨市南岗区果戈里大街与大
直街交口附近，分布着多家大型商场，
是哈市最繁华商业街区之一，每天都
有许多市民来到这里逛街购物，停车
难已成为困扰来购物车主的一个重要
问题。因为找不到地方停车，一些车
主违规将车停在了人行道上，阻碍了
行人通行；还有一些车主冒着被贴罚
单的危险把车停在道边，阻挡了其他
车辆通过。

相比之下，距离此地三四十米远
的一处立体停车场，却有许多车位长

期处于闲置状态。
近日，记者来到这处地处繁华商

业街区却几乎闲置的立体停车场调查
采访。记者看到停车场内部共有7层，
拥有 142个车位的停车场只有一二层
的部分区域存有车辆，其他 80%的车
位都空着。

停车场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平时车辆较少，节假日时能多一些，但
总体处于“吃不饱”状态；来停车的既
有临时停车的，也有办月卡的车主，根
据不同的车型，停放的层数不同，存车
取车耗费的时间也有差异。

那边车辆挤占道路，这边却是停

车位资源闲置浪费，什么情况？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车主，得到

了不同的回答。有的车主嫌麻烦：在
立体停车场停车，存车取车的过程耗
费时间长，不如停在道边省事。要是赶
上设备故障，就不知要等多久了。有车
主怕危险：万一哪步没操作好，车子可
能刮坏漆；车子要是从高处掉下来可就
麻烦大了。由于这处立体停车场的入
口位于侧面的小街，在主街道上也没有
设置明显的指示标志，也有一些车主不
知道这里有个立体停车场。

据了解，立体停车场能够充分利
用城市的空间，是缓解停车难的一个

很好的方法。随着车辆保有量不断攀
升，许多地区都建设了不同规格、形式
的立体停车场。停车场内有专业人员
操作，只要按照规程停放，安全是没问
题的。

对此，有车主表示，立体停车场的
生产研发和经营单位还应改进技
术、采取措施，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
提下缩短存车取车的时间，提升顾
客停车顺畅体验，车主停得方便下
次还会再来；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
度，停车场周边多设立提示牌，引导
车主前来停车，这样会让立体停车
场更“叫座”。

家长教孩子专业课弯路多
莫如陪孩子丰富生活

居民家里温度计显示18℃。

居民家温度计显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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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抖擞精神，驱使我们不断寻
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线下补课停了 上网课怕伤眼睛 家长当起老师教孩子

专家
提醒

□本报记者 李国玉 李天池

“我大学是英语专业，教二年级的孩子学英语应该绰绰有
余。”寒假开始后，哈市市民李女士开始在家里当起孩子的英
语教师，但上了十几天的课，曾经想象很轻松快乐的家庭课
堂，却演变成只要上课就是母子间争吵……李女士觉得学校
练习题少，想用题海战术帮孩子巩固一下基础，结果发现孩子
突然注意力不集中，总爱分神……

这个寒假，因为线下课暂停，哈市很多家长居家当起了专
业课教师，但部分家长发现事与愿违，并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
效果。

哈市居民李女士的孩子今年上小
学二年级，她告诉记者：“其他同龄孩子
已经很早就开始学习英语了，但我始终
没有给孩子找班。我总担心社会教学
机构师资不够好。我大学期间就是学
习英语专业的，所以假期开始，我就教
孩子学习英语。”

但是教了一段时间后，李女士发现
效果并不理想：“我和孩子经常发生争
吵，他现在对学英语这件事非常抵触。
我也换了几种方法，效果都不是很好。”
为此，她准备暂停自己的教学，“如果实
在不行，我还是给他找英语班吧！”她无
奈地说。

另外一位家长周海，大学是汉语言
文学专业，当年还是保送研究生，成绩
优秀。居家弹性办公期间，他开始辅导
女儿的小学三年级语文，按照自己的思
路讲课时，女儿总是给他“纠错”，说这
里和老师讲的不一样，那里和老师说的
不同。他最初以为女儿是不爱学习，但
是和孩子班主任沟通后，发现是自己错
了，老师给周海提供了很多现在小学语
文教案和范例，经过对比，周海发现教
学目的和思路已经完全不同。在与班
主任交流后，周海改成帮助孩子背诵一
些古诗、词句，其他的等开学后让孩子
跟随课堂教学。

照搬自己经验
发现与学校课堂
无法衔接

“期末开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反映
说我们孩子数学和语文基础知识不太
牢固，在课堂上有点跟不上，说平时练
习比较少。所以假期刚开始的时候，我
一口气买了 16套题，希望帮助把孩子
落下的部分补上。”家住香坊区的姜先
生说，自己是精心选购的练习题，想把
之前三年的知识点都涵盖到，计划每天
6张卷子，但是陪孩子做题的时候，发现
孩子逐渐开始有厌烦的情绪，甚至开始
顶撞家长。原来早上还有晨读的习惯，
可现在只要提到学习，孩子就明显逆
反。

和姜先生类似，赵莹在假期也准备
了很多练习的教材，每天规定早晚做速
算题 200道，白天还要写三张卷子。经
过 10多天下来，赵莹发现孩子的做题
速度确实提高了，但大多数卷子比较雷
同，孩子做题陷入一种模式化，需要灵
活应对时，思路反而受到了局限。

迷恋题海战术
孩子“听题色变”

市民周先生的女儿上小
学四年级，他说：“寒假作业
学校只留了两本练习册，她
都快写完了，开学老师也不
一定都能看，所以她写后我
们也不检查，写完就行。”采
访中，很多家长都纷纷表示，
寒假作业无非是“走形式”，
只不过是别让孩子荒废假
期，每天多少学点，别“散
养”，不然开学收不住心。

此外，寒假作业中还有
社会实践作业，也有很多家
长摆拍完成。比如要求孩子

独立完成一项家务劳动，学
做饭菜等，但家长只让孩子
摆拍一下就算完成。去进行
社会实践，也是在门前摆拍
一下应付了事。结果，当家
长们布置作业时，个别孩子
也学会了走形式。有个孩子
甚至把这个过程写到了自己
的假期作文中，说这种方式
是“抓大放小，节约时间”。
这位孩子的家长意识到自己
成了“坏榜样”，于是发朋友
圈求助，怎么帮孩子纠正价
值观。

寒假作业走形式 孩子学会弄虚作假

针对上面几种情况，哈
尔滨市群力实验第三小学校
长王长山说出了自己的观
点：以题海战术来提高学生
的学习成绩，会增加孩子负
担，不符合教育规律；适量
的、有目的性的做题是掌握
所学课本知识的一个重要手
段，而超量做题则过多的消
耗学生们的精力，常常事倍
功半，严重的可能让孩子产
生倦怠、厌学的情绪。相比
之下，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
强学习能力，才是提高成绩
的重要途径。

例如，可以让孩子在家
自己动手制作数学小学具，
通过画一画、拼一拼、折一折
等方法，使学生在头脑中构
建数学模型，形成数学思维，
进而增强数学学习能力。而
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和写作
水平，就一定要让其多读书、

多参加实践活动，这是无法
靠大量做题来实现的。

王校长介绍，他们学校
给一至五年级的学生留了不
同形式的寒假作业，突出了
实践性、体验性、层次性等特
点，着力促进学生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业中
既有学科的知识，还有更多
的生活体验和实践活动。比
如三年级的作业：观察并记
录植物的成长过程，每天练
习一页计算题，每天练习 20
分钟书法，每天跳绳10分钟，
读5本好书并与同学分享，学
习制作一道美食，帮助父母
打扫房间，通过阅读《数学在
哪里》感受数学的快乐等等，
这些作业既让孩子们假期过
得丰富多彩，还寓教于乐，提
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能力，最终也将会促进学习
成绩的提高。

立体停车位大量闲置

违停车辆多堵路挡人

民生 聚 焦

周先生夫妻是双职工，寒
假没有时间辅导孩子学习，于
是利用网上的智能教育平台，
为孩子在线辅导。他说：“我
想利用假期让女儿成绩多提
高一些，所以报了很多课程。
但因为疫情，英语、数学、作文
等线下课程都改成了线上。
白天我们要上班，孩子只能自
己在家上网课。”钱也花了，课
也上了，但周先生认为并没有
达到预期效果，他说：“我们回
家后还要再给她辅导一遍。”

费女士是在小区的电梯
里看到网课广告，给孩子报了
名。最初，她觉得这种AI智慧
教育设计的很有意思，互动性
也不错，孩子没有抵触，还挺
喜欢。可是在 5节试听课中，
她发现了问题。“这些在线教
育平台虽然都说是各地状元
或者名师，但还是以南方省份
为重点，和黑龙江本地教学内
容是有一些差异的，另外和智
能设备交流时，有些模块就是
固定的模式，不能详细解答问
题或者延伸，经过尝试以后，
她还是放弃了。她说：“之前
我在刷抖音、快手时，上面也
有一些名师卖教材，我也尝试
买了一套，但不理想。还是让
孩子跟随老师学习为主吧，不
再抢前学习了。”

孩子上网课
家长还要
再辅导一遍

丰富假期生活 培养良好习惯
激发学习兴趣 才能事半功倍

教育专家：

提 个醒 立体停车
场内有许多空
位。

道边车辆违规停放。

车辆挤占
在人行道上。堵心！

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