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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沉
默寡言的人，他总是默默地做事。”
谈到父亲陈金虎，宿迁经开区黄河
街道九鼎社区的工作人员陈雪这
样说。

陈雪告诉记者，她自小就羡慕
别人家的孩子有父亲陪伴，而她的
父亲每天忙于工作。“井盖坏了、路
灯不亮了、有人吵架了……作为基
层工作者，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
陈雪说，她有时会埋怨父亲把大量
精力用来解决居民的“琐事小事”，
希望父亲能多些时间陪伴自己。

7 年前，陈雪追随父亲的脚

步，成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大学毕
业后，我作为一名网格员，在宿迁
经开区星月城小区工作，这个小区
住户有900多户，大家对我不是很
熟悉，开展工作时会遇到阻力。那
段时间，我状态不是很好。父亲没
有问我遇到了什么事情，只是叮嘱
我，对待居民要热情、耐心，踏踏实
实把事情做好。”陈雪说，她把父亲
说的话记在了心里，也落实在了行
动上。

信息采集、问题上报、政策宣
传等都是陈雪的日常工作。此外，
小区内的独居老人也是陈雪的重

点关注对象。“有的老年人身体不
好又没人照顾，我就会留下自己的
联系方式，让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和
我联系。只要有空，我也会去这些
老年人的家中看看，帮他们做做家
务、唠唠家常。”陈雪说。

解决一个小问题，能让居民开
心好久；组织一场活动，能拉近邻
里之间的心……渐渐地，陈雪理解
了父亲。“基层工作连着千家万户，
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关乎着
居民的日常幸福。”陈雪说，她会以
父亲为榜样，继续用心用情服务好
每位居民。

以父亲为榜样，用心用情服务居民

本报记者 王艳珅
■ 见习记者 王章蕴

6月15日，2025年宿迁中考进
入第二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
父亲节。当人生的重要考场与感
恩父亲的节日相遇，本该享受节日

“主角”光环的父亲们，却甘愿化身
孩子们的“最佳陪衬”，在考点外用
行动书写着无声的父爱。

默默守护：考场外的父爱身影

6 月 15 日清晨的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黄海路校区
考点门口，处处可见父亲们忙碌而
专注的身影。有父亲俯身仔细为
孩子校对手表时间，确保分秒不
差；有父亲递上精心准备的温热早

餐，叮嘱孩子吃好；更有父亲无言
地站在人群后，目光紧紧追随着孩
子步入考场的背影，眼神里盛满关
切与期许。他们用最朴实的行动，
为孩子筑起安心的后盾。

“好好加油，爸爸相信你！”考
生家长仲先生拍拍儿子的肩膀，竖
起大拇指。仲先生告诉记者，他家
孩子考前有点压力，前一晚十点多
孩子还在学习。其实，他认为，中
考不是人生终点，而是人生的一个
十字路口，孩子只要全力以赴就
行。他说：“九年的学习，今天就是
一个见证，不管最后的结局怎么
样，我觉得孩子这九年来非常努
力，希望每个参加中考的孩子都能
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我跟孩子约好，我在校门口
等着，他一出来就能看到我。”记者

在现场看到，陈先生站在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黄海路校
区考点门口静静等待，他说：“昨天
的考试孩子状态不错，希望他能一
切顺利，取得好成绩！”

双向奔赴：温暖的父亲节祝福

这份默默的付出，也收获了孩
子们暖心的回应。在宿迁市钟吾
初级中学考点，吴晓蕊的爸爸分享
了温馨一幕：“今天孩子进考场前抱
了抱我，还祝我父亲节快乐。”吴先生
对此甚是欣慰，语气里满是幸福。
他告诉记者，为了陪伴孩子学习，他
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他说：“孩子
永远是我的骄傲，祝她中考顺利！”
提起孩子的未来，臧先生称，孩子
幸福健康就是他最大的快乐了。

此时，一旁的侍先生目送儿子
进入考场后显得平静而欣慰。他
透露，路上他问儿子：“初中三年过
得开心吗？”儿子的回答“很开心”
让他倍感满足，侍先生认为，“人生
只要不留遗憾就好。”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考场外，
不少考生给来陪考的父亲送上大
大的拥抱。“今天是父亲节，感谢爸
爸这么多年对我的教导，我希望能
取得好成绩作为父亲节礼物回报
他！”考生李莱说。

当紧张的中考遇上温情的父
亲节，考场内外涌动着超越成绩的
暖流。父亲们以各自的方式默默
守护、智慧引导，孩子们则以成长
和感恩回应。这天的“陪考”，成了
最深情的节日告白，也定格了属于
两代人的独特记忆。

中考邂逅父亲节：父爱如山海，少年乘风来

本报记者 周 炯
■ 通 讯 员 宋慧敏

“我与父亲未相见已二年余了，我
最不能忘却的是他的背影……”孩子
们正在朗诵朱自清经典散文《背影》。
声情并茂的诵读深深打动在场每一位
听众。这是记者于6月15日在泗洪县
重岗街道现代名城小区党支部组织的
父亲节主题活动中看到的场景。

据悉，为弘扬中华民族尊老爱亲
的传统美德，营造温馨和谐的社区氛
围，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泗洪县重岗街
道现代名城小区党支部联合童彩艺术
培训机构，精心组织开展“父爱如‘衫’

‘衣’路相伴”父亲节主题活动，让孩子
们在参与活动中感悟父爱、表达感恩。

活动中，志愿者老师还通过生

动的PPT，为孩子们讲解了父亲节的
由来和意义。接着，通过“爸爸的生
日是哪一天？”“爸爸最喜欢吃什么？”

“爸爸平时会陪你做什么？”等一连串
充满爱意的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回
忆父亲的陪伴时光，一幕幕温馨画面
浮现脑海，现场氛围温暖而感人。

在最具创意的“文化衫 DIY”环
节，小朋友们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动手
能力，用画笔在白色T恤上尽情描绘
心中对父亲的爱：或是温馨的画面，
或是童趣的祝福，一件件独一无二、
充满童真的“父爱T恤”新鲜出炉，成
为送给爸爸最特别的节日礼物。

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孩子们对
父爱的理解，也进一步拉近了亲子关
系，让“感恩、关爱”的种子在孩子心
中悄然萌芽。

“父爱T恤”溢满童真

父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976 年出生于沭阳县新河镇
周圈村的胡道本，与父亲共同经营
着远近闻名的“添翼轩苗木基地”。

胡道本的父亲胡方亚今年 87
岁，是一位资深园艺师。“在我的童
年记忆里，家乡许多人靠种植苗木
谋生。”胡道本回忆道，“我 7 岁那
年，家里就开始经营苗木生意。每
天放学后，我都会帮着浇水、照料
苗木。”

过去，沭阳人肩扛背驮、走南
闯北，“走出去”卖花。胡方亚也不
例外，待苗木培育好之后，他会带
着修剪好的苗木，乘坐火车远赴东
北销售，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父

亲外出的日子，我一边照顾苗木，
一边期盼着他早点回来。父亲回
来后，还会和我讲述路途中的趣
事。”胡道本笑着说，儿时的日子总
是很快乐。

1994 年，胡道本成了一名军
人。5年的军旅生涯结束后，他回
到家乡，租下了30亩土地，踏上了
园艺之路。“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
我学到了很多园艺知识，培育苗木
是祖祖辈辈的事业，到了我这一
代，也不能落下。”胡道本说。

胡道本明白创新与传承同样
重要。为此，他积极参加园艺技术
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园艺师。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胡道本敏锐
地 捕 捉 到 了 电 商 的 无 限 潜 力 。
2012 年，他开始学习电商销售模
式。“我和父亲发挥各自所长，苗木
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有共同的愿
望，想将苗木生意做到全国乃至全
世界。”胡道本笑着说，语气里满是
信心。

“父亲一直是我的人生导师，
为我指引未来的方向。如今他虽
已年迈，但对苗木事业的热爱丝毫
不减。我希望我也能和父亲一样，
一辈子做着热爱的苗木事业。”胡
道本感慨地说。

一对父子的“花”样年华

■ 本报记者 朱婉菁 颜靖尧 倪家乐 通讯员 李自立

父爱如山，深沉而伟岸。年少时，我们读不懂父亲的深沉，当踏上父亲曾经走过的路，才开始读懂父爱。又是
一年父亲节，6月15日，记者走近宿迁从事相同职业的父子、父女，听他们对同一份事业的坚守和传承。

“我是从小看着父亲到处行医
行善长大的，父亲身上的品质感染
了我，于是，我也走上了从医这条
路。”43岁的韩瑜是宿豫区豫新医
院的一名全科医生，从医近 20 年
了。他告诉记者父亲韩道德是对
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人。

“我的父亲是市湖滨新区皂河
镇的一名村医。小时候，村民到家
中来找他看病，我的父亲总是欣
然接受，从不推辞。记得有一天
半夜，父亲带我睡觉，有村民敲门
求助，把我们吵醒了。我看到父
亲穿好衣服就背着药箱出门了，
年幼的我独自留在家中，还感到

有些害怕……”韩瑜说，他觉得治
病救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于是
自己努力学习医术，长大后也如愿
成了一名医生。

除了把治病救人当成自己的责
任，韩道德还乐善好施，他坚持免费
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看病，几十年如
一日；对于生活困难的老年人，他还
会自费购买营养品等送给他们，这
深深影响了韩瑜。在父亲的言传身
教下，韩瑜积极投身公益事业。

“2007 年，我牵头成立了‘永
济医疗救助团队’，吸纳同样热心
的医生、护士加入，上门为有需要
的老年人免费体检、送药，我觉得

这样做很有意义。”韩瑜说，这些年
来，他和“永济医疗救助团队”的其
他成员坚持深入乡村，为孤寡老人
提供医疗服务。

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韩瑜还
会主动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存到患
者的手机里，并帮助有需要的人设
置快捷拨号键，患者感到不舒服时
第一时间就能联系到他。因此，韩
瑜总是十分忙碌，有时在半夜会接
到患者的求助电话。

“父亲是我的人生榜样，我会
继续努力提升业务能力，守护更多
人的健康，让父亲为我感到骄傲。”
韩瑜坚定地说。

大爱传承，医者仁心

（上接1版）
宿迁各地立足区域产业特色，

精准对接群众就业需求，通过引进
优质产业项目，让越来越多的村民
出家门就可进厂门，形成增收致富
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以前在外地电子厂打工，现
在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家门口’的
工厂上班，月收入四五千元，还能
照顾孩子。”近日，在宿豫区关庙
镇和平村的宿迁市万奥科技贸易
有限公司，张凤红一边熟练地组
装着酒吧灯一边高兴地告诉记
者，如今，村里像她这样回乡就业
的村民不在少数。

张凤红所在的公司是关庙镇
重点打造的 7 家“强村公司”之

一。“公司目前带动就业 500 余人
次，促进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
22%。”宿豫区关庙镇党委委员、组
织委员管艳君说，接下来，镇政府
将加大企业帮办力度，积极拓宽产
品销路，力争年内再建成 2 家“强
村公司”，带动更多村民就业。

从“背井离乡”到“家门口”就
业，变化的不仅是就业方式，更是
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今年，宿迁将
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大力发展
农旅融合、直播带货等新业态，开
发乡产、乡食、乡宿、乡游产品，打
造一批“小而美”的就业项目，新建

“家门口”就业服务站 10 个，力争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7%
左右。

“家门口”就业托起稳稳的幸福

考生从容“赴考”：
自信是青春的印记

14日清晨，学子们迎着晨光奔
赴考场。不到7点，在各考点外，前
来送考的车队有序到达。考生们脸
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在家长和老
师的祝福声中有序进入考场。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
分校黄海路校区考点外，不少家长
举起手机，记录下孩子自信地走入
考场时的样子。“看到孩子脸上的笑
容，我的心就踏实了。中考是个珍
贵的人生经历，我记录下来，让孩子
长大后回看他年少的模样。”家长赵
女士笑着说。

宿迁经开区厦门路实验学校考
点外，一位身着红色传统服饰的男
孩引人注目。他叫祁百川，是一名
小学三年级学生。他高举着写有

“902班祁姝筱 中考加油”“全力以
赴”“势在必得”的应援牌，为自己的
姐姐加油助威。

“姐姐平时对我特别好，经常辅
导我学习，所以我特地让妈妈准
备了服装和应援牌。我今天早早
起床，和妈妈一起送姐姐参加考
试，给姐姐加油打气。”祁百川开
心地说。

看到弟弟十分卖力的样子，站
在一旁的姐姐祁姝筱十分感动。她
说：“有这么可爱的弟弟给我加油，
我感觉充满了力量。我一定好好发
挥，不辜负家人的期望。”

家长轻松“应考”：
心态稳，孩子才能“赢”

6月14日中午11时30分，随着
清脆的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5年
宿迁中考首场语文考试落幕。11
时50分，记者在江苏省宿迁市马陵
中学考点外看到，一辆辆满载考生
的大巴车缓缓驶出校园。

据了解，这些考生来自南京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分校。大巴
车上，他们有的相互交谈，有的面
带笑容望向窗外。考场外，家长
们等候在校门两侧，目光锁定着
缓缓驶来的车辆。“在这边！”“宝
贝看过来！”此起彼伏的呼唤声
中，一双双眼睛寻觅着自家孩子
的身影，每一个眼神都饱含着无
尽的牵挂与期待。

在宿迁经开区厦门路实验学校
考点外，市民周露露笑着说：“平常
都是我送孩子上学，这两天中考，比
较特别的是，孩子的小姨、姐姐和弟
弟也一起来送考，孩子很开心也很
感动。”周露露告诉记者，她家孩子
学习非常努力，作为母亲，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特别期盼孩子能取得好
成绩，考入理想高中。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送考家长

群体呈现出一种松弛感。这种变化
不仅体现在从容的行为举止上，更
深刻地体现在家长心态的转变上。

在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
分校黄海路校区考点，送考家长侍
先生送完孩子就准备离开。他告诉
记者，孩子是在本校考试，他对孩子
有信心，希望孩子放平心态，也祝愿
孩子能够考出好成绩。“中考是一场
重要的考试，但并不是决定孩子未
来的唯一标尺。”侍先生言语中流露
出对孩子的尊重和支持。

接受采访的多位家长表达了相
似的观点。这种家长营造出的平和
氛围也感染了考生，不少考生脸上
带着从容的笑意。

多部门协作“陪考”：
全方位开启“护航”模式

6 月 15 日，在江苏省宿迁市马
陵中学考点外，一抹亮眼的“志愿
红”成为独特的风景。宿迁市交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志愿者们身着
统一红色马甲，坚守在爱心助考服
务站，为陪考家长提供贴心服务。

“天太热了，给您一瓶水解解渴
吧。”“我们这有休息区，您可以坐下
来歇歇脚。”宿迁市交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志愿者常小丽热情地招呼候
考家长。她告诉记者，公司在该考
点外设置了两处助考服务站，每个
站点配备4名志愿者，准备了150盒
藿香正气水、150 瓶风油精、300 瓶
纯净水及 300 把扇子，全方位满足
家长以及考生需求。

记者看到，这些物品摆放得整
齐有序，不少家长在领取后连连称
赞：“这么热的天，志愿者们想得太
周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志愿者
还负责维持考点周边停车秩序，
确保送考车辆优先免费停放。“中
考期间，我们开放了考点附近的
144 个停车泊位，供送考家长免费
使用，希望通过这些暖心举措，为
考生和家长提供实实在在的帮
助，让考生安心应考，家长放心陪
考。”常小丽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日，交
警、执勤民警、考务工作人员等一直
守候在各考点附近，为考生们顺利
赴考提供有力保障。

据了解，为做好考点周边交通
疏导及安全保卫工作，公安交管部
门提前部署警力，到达考点周边维
持治安和交通秩序，做好考点周边
动态巡逻防控工作。

“我们在考点周边的路口、路
段，放置了禁止鸣笛、通行的牌子，
并对一些路段进行了管控，给考生
带来一个舒适安静的考试环境。”宿
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一中队
中队长王艳丰说。

直击2025年宿迁中考
9万余名学子提笔逐梦

■ 本报记者 王艳珅 臧子青 周妮

6月14日，2025年宿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市9万余名考生满怀
憧憬奔赴考场，全力以赴书写青春答卷。在考点外，家长默默守候、多
部门全力保障，一幕幕暖心场景不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