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四点半刚过几分钟，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槟榔村
新兴小学近二十个学生在当值教师的带领下排成队列，穿
过校门口的熙攘人群，径直往隔壁槟榔村党群服务中心走
去，在农家书屋一边阅读、做作业，一边等待家长结束工作
后前来接送。寒暑假外的周一至周五，这样的场景总会如
期出现在槟榔村的“四点半课堂”里。

2021年，电白区依据区内乡村留守儿童群体比重大、
农村家长需务工务农至傍晚，导致部分学生下午四点半放
学后无人看护的实际，林头镇槟榔村等村率先探索开办“四
点半课堂”，依托村委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力量将无人看护
的孩子集中起来，并提供课后作业辅导、文体教学启蒙等服
务，有效解决了群众身边“急难愁盼”揪心事，让乡村生活更
有温度，使乡村治理更有深度。

2021年8月，电白区在全区铺开“四点半课堂”，各乡
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也发挥组团帮扶资源特点，创
新增设心理沙盘游戏、绘画音乐启蒙教育等，丰富“四点半
课堂”内容。截至目前，电白区已有336个村委、社区开办
了“四点半课堂”，累计发动登记志愿者4680名，平均每天
服务学生、群众达9600多人次。

茂名市电白区着力解决群众身边愁难事

“四点半课堂”让乡村更加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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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头镇
“四点半课堂”“发起地”

林头镇槟榔村是电白区探索开办“四点

半课堂”的“发起地”。槟榔村候任干部黄兰

清提到，之前不少村民闲聊时提到孩子下午

四点半放学后没办法看护的问题，“村里的

家长四点半时大多还在上班或者在田地里

劳作，及时接送孩子成了一个问题。”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要求，2021 年 2 月，槟

榔村村干部先从相熟的村民家长入手，开

始了“四点半课堂”的探索开设：简洁明亮

的农家书屋里，文学类、人文历史类、儿童

读物类等书籍填满了桌椅后的书柜，刚从

学校里走出来的“红领巾”们或是写起课后

作业，或是挑选好心仪书籍开始阅读，房间

虽小却氛围满满。

槟榔村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四点半课

堂”的管理机制，他们在林头镇、电白区指导

下，与学校积极合作，完善了镇村专人负责管

理、学生接送点名、意向登记入册、活动协调

跟办等工作机制；并统筹资源力量，组建“四

点半课堂”工作领导小组、教师志愿者、后勤

志愿者等队伍。黄兰清跟新快报记者聊到，

“我们村里有 3所小学，如今新兴小学基本每

天都有一二十个学生参加‘四点半课堂’。”

“作为我们老师来说，‘四点半课堂’大大

提高了学生下午放学后的安全性，学生等待

家长时可以和同学一起看书、写作业，家长和

我们都比较放心。”新兴小学的蔡老师提到。

驻林头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也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在公共服务提升上加大对“四点半课堂”

的支持，争取凝聚更多资源，丰富课堂内容。

无独有偶，麻岗镇坑内村村民陈

女士也跟新快报记者提到，“‘四点半

课堂’填补了放学后到傍晚的看护空

档，降低孩子无人看护时的安全风

险，真的挺好的。”步入坑内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图书室，白板、讲台、课桌

椅、图书角一应俱全，驻茂名电白区

麻岗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下称“驻麻

岗镇工作队”）队员兼驻坑内村第一

书记林桂鹏说，去年，他们利用原本

闲置的教学点重建文明实践站，村里

多了书法、科普等7个功能室，极大方

便了村民的公共活动需要，“四点半

课堂”场所也涵盖其中。

“人为什么会感冒发烧呢……”3

月中旬的一天，坑内村的“四点半课

堂”里传出讲解声，驻麻岗镇工作队

成员叶彬鸿在讲台前绘声绘色地向

坑内村的小学生们讲解春季传染病

预防知识，明亮的灯光下，身着校服

的孩子们昂头专注地听着讲解。这

是驻麻岗镇工作队组织的又一场“四

点半课堂”活动。坑内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四点半课堂”使用清单上，一

笔一划记录着税收知识宣传、音乐知

识浅解、反电诈宣传教育等科普启蒙

活动的开展。

林桂鹏向新快报记者提到，去年

3 月坑内村“四点半课堂”阵地建成

后，他们除了开展日常的课后作业辅

导，也积极发挥组团帮扶单位资源优

势，通过定期开展音乐、书法、绘画等

兴趣课程，开办科普、地方乡土文化

特色活动等方式丰富农村儿童的学

习生活。“去年我们开展的共‘童’识

税法活动课堂气氛特别好，科普室里

外都是学生，座位都不够了。”林桂鹏

跟新快报记者提到，现在村民们对

“四点半课堂”也很支持，“过年还有

村民自荐自家学音乐的孩子到‘四点

半课堂’上课。”眼下，驻麻岗镇工作

队还通过广州大学等学校力量助力

坑内小学等学校的乡村教师培养，并

计划以此进一步增强“四点半课堂”

的师资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丰富兴趣课

堂的内容外，马踏镇还联合“双百”社

工站、广东财贸职业学院率先在黄羌

村“四点半课堂”创新推出农村社工

心理沙盘项目，为 6—15岁的农村青

少年提供靶向心理辅导。

明亮整洁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内，细软沙子平铺方形沙盘内，一旁

摆满架子的各式各样小模型在社工

人员的讲解下被安置到沙盘之中，心

理辅导活动也随着游戏开展深入展

开……驻马踏镇工作队帮扶单位广

东财贸职业学院通过党建共建帮扶

建设了心理沙盘游戏室，作为2021年

底就进驻黄羌村心理沙盘项目的首

批社工，梁浩庭坦言，自己感受到了

村内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在参加心

理沙盘后的变化，“最明显的是多数

儿童变得开朗了，他们能在这里感受

到更多的关心和关注。”

到 2022 年初，电白区已有 19 个

镇街先后成立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

导站，聘请心理辅导教师和社会心理

教育专家开展送教下乡公益活动，关

爱心灵健康，呵护留守儿童阳光成

长，受益儿童累计超13200人次。

黄羌村村支书王海营也观察到，

经过一年多的项目开展，如今留守村

里的多数儿童明显自信了很多，来参

加“四点半课堂”的儿童也比刚开始

多了不少。驻马踏镇工作队队员兼

驻黄羌村第一书记徐海铭介绍，开展

心理帮扶之外，他们也拓展了红色课

堂，通过工作队帮扶单位打造网上微

课视频，挖掘本土红色文化。同时黄

羌村还在“四点半课堂”基础上拓展

暑期夏令营、暑期兴趣班、大学生三

下乡社会实践，解决农村暑假孩子没

人带、没地方学习的问题。

马踏镇 创新推出心理沙盘

麻岗镇 引入资源丰富课程

■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黄羌村的社工人员正在

引导展开心理沙盘游戏。

■茂名市电白区林头镇槟榔村新兴小学学生在

当值教师的带领下排队前往“四点半课堂”。

■林头镇槟榔村“四点半课堂”里，“红领巾”们

写作业或阅读，房间虽小却氛围满满。

■3月中旬的一天，坑内村的“四点半课堂”里传出讲解声，驻麻岗镇工作队成员叶彬鸿在讲台前绘声

绘色地向坑内村的小学生们讲解春季传染病预防知识。

【
编
者
按
】

乡村治，百姓安，天下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各村各镇乡村治理水平

的提高、公共服务的强化以及乡风文明建设。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广东以“党建+治理”为核心，以“群众满意”为宗旨，以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

村为主平台，全面推进镇村同建同治同美，涌现出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好案例。

新快报陆续推出乡村治理系列报道，展现各地乡村治理成果以及文明新气象，探索具有鲜明现代化

乡村治理特色的“广东经验”，也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广东样本。

乡村振兴·乡村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