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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上，一位老师在给学
生介绍日本人的姓氏习惯。她
说：“如果有个日本男士名字里
有‘太郎’二字，那他一定是长
子；如果名字里有‘次郎’二字，
那他一定是次子……下面，谁
能说出一个有这种名字的日本
人？”

一个学生站起来大声回
答：“大坏蛋山本五十六！”

暑假中，米娜到珍妮家玩，
她俩很自然地谈论起即将过去
的暑假生活。

珍妮说：“这个暑假太没意
思了，我天天盼望着开学，开学
后又会有美好的希望了。”

“什么美好希望？”米娜问。
“希望下一个暑假能充实

呀!”珍妮回答。

了不起
一天晚上，5 岁的儿子对

爸爸说：“爸爸，月亮真了不
起。”

“有什么了不起呀？”爸爸
好奇地问。

“月亮的胆子比人大。”
爸爸更奇怪了：“为什么

呀？”
“月亮敢一个人晚上出来

玩。”

音速和光速
老师问：“你们谁知道，声

音和光哪个速度更快？”
玲玲回答：“声音。”
老师问：“你有什么根据

呢？”
玲玲说：“这太简单了!每

当我打开电视机，总是先听见
声音，后看到画面。”

一天，小区的阿姨跟花花
开玩笑：“你想长到几岁？”花花
闪动着大眼睛，扳着手指头数
到了十，说：“十岁。”

阿姨想花花一定不知道十
上面是几，就逗她说：“为什么
就长到十岁？是不是十往上不
会数了？”

谁知花花却说：“当然不
是！再长大我就显得太矮了。”

不能太矮

日本人的姓名

希 望

谁最懒
一天，爸爸跟儿子聊天：

“小明，你们班谁最懒？”
小明：“不知道。”
爸爸：“你仔细想想，当所

有同学都在用功做作业时，谁
闲坐着东张西望？”

小明：“老师!”

月华楼前，有一尊朱月华将军的塑像。将军身着军装，

昂首挺胸，不怒自威。细心的同学发现将军塑像的两边脸颊
部位，分别有一处凹陷。这是怎么回事？

“那不是雕刻时的差错，而是朱月华将军脸上真实存在
的伤疤。”赵徐毓介绍说，“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一颗子弹打
穿了朱将军的嘴部，在他的脸颊两边对称地留下了两处明显
的伤疤。”

赵徐毓说：“第一次看到将军塑像脸上的伤疤时，我甚至
感觉有些可怕，后来了解了伤疤的来历后，我觉得这伤疤不
仅丝毫没有影响朱月华将军的形象，还像是两枚光荣的军功
章！”

“抗美援朝时，朱将军率部飞兵奇袭军隅里，抢占三所
里阻击南退的敌人，他所在的 38军被誉为‘万岁军’。”班庄
小学六（5）班的王秋淇很早就听长辈们说过这位家乡名人，
可直到来月华楼参观，了解了朱月华将军的生平后，她才知
道以前曾听说、看过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原来就是这位

“老乡”！
而最让王秋淇难忘的是，在和敌人抢时间比速度的过

程中，由于空中敌机频繁轰炸影响部队行进，朱将军灵机一
动，命令部队去除伪装，大摇大摆地行军。天上的敌机看到
他们还以为是南朝鲜的军队，就再也不来轰炸他们了。于

是朱将军的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堵住了敌人的去路。王秋
淇说：“这个故事说明朱将军既勇敢又有谋略，我对他更崇
拜了。”

班庄小学的同学们把朱月华将军当成了自己的偶像，
校长谭鑫之非常欣慰。他认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更不能忘却英雄。了解并学习家乡的英雄，对同学
们传承红色基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月华楼就是班庄小学校园里、同学们身
边的红色教育基地。

将军百战 岁月峥嵘

每一名班庄小学的同学手边都有一本名为《朱月华将
军》的书，里面讲述了朱将军的精彩战斗故事，这让六（3）班
的赵徐毓特别着迷。作为月华楼的小讲解员，他对朱将军
的事迹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朱月华生于赣榆，1940年弃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开始
了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涯。他在抗日战场上逐渐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指挥员。”赵徐毓说，在解放战争中，朱月华将军随部
队三下江南、四战四平、黑山阻击、攻克天津、渡江南下、横
扫大西南，在枪林弹雨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抗美援朝期间，
他率部队创下14小时强行军145华里的世界步兵战争史上
的纪录，打出了“万岁军”的赫赫威名。

冲锋陷阵 奋不顾身

有勇有谋 时代偶像

连云港市赣榆区班庄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座月华楼，特
别引人瞩目。在老师、同学们心目中，这是一座英雄楼，因
为月华楼是为了纪念出生于当地的一位英雄人物——朱月
华将军而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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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为伴 玩“篆”童年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陈丽洁 孙翰之 倪逸清

文字中、屏幕上，
法兰西都是多情而浪
漫的。但去年 9 月份
真正有机会走进法国，
并在斯特拉斯堡的克
莱贝尔中学进行了为期
两周的学习后，南京市
田家炳高级中学高二

（7）班的戚紫妍却发现，
“自由而独立”，也是这个
美丽国度的“标签”。

“我的寄宿家庭，有
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小姐
姐，名叫奥黛丽。父母离
异，她跟随母亲生活，但她
跟父亲和姐姐的关系依然
非常融洽。”戚紫妍说，奥黛
丽和家人会创造许多机会
聚在一起，哪怕只是吃饭和
运动，也会因为家人相聚而

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甜蜜时
刻。“我发现，在法国，不管是
同龄人还是长辈，大家很少
将手机一直捧在手上，每个
人都特别珍惜与家人相聚的
机会，他们会凝视家人的眼
睛，认真而投入地听家人谈
最近的生活，也会将自己的
烦恼、灵感向家人倾诉。”这
份对家庭的依赖与信任，让
戚紫妍非常感动。“虽然每天
都生活在一起，可我跟爸妈
都很忙，很少有时间能聚在
一起聊天。”从法国回来后，
戚紫妍也向爸妈提议并设立
了“家庭分享日”，大家一起

“吐槽”自己、宣泄情感，“这
让我们更加了解和欣赏彼
此，家的黏合度更强了。”

在克莱贝尔中学里，有

许多像奥黛丽一样依赖家庭
的同学，但戚紫妍发现，这种
依赖是针对“家”而非家中的
某个人。“法国同龄人都非常
有主见，喜欢自己主导生活、
控制节奏。”戚紫妍说，法国
同学虽然还不满 18 岁，但却
常常独自旅行，并非常享受
日常中每次独处的小时光。

“我觉得他们很酷，能专注并
坚持自己的爱好，进行合理
而有规划的自我管理。”这也
是戚紫妍在法国学到的“实
用招数”，切换到日常生活

“频道”时，戚紫妍也学着更
好地控制好自己的“节拍”，

“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小计
划，并激励自己去执行。只
有好好地管理和控制自己的
时间，才能真正享受生活！”

本报记者 邓 园 通讯员 唐医明

学会家庭“分合术分合术分合术”

如果大家到邻居那打听，一定会
听说一个乐于助人的人，那就是我和
蔼可亲的妈妈。为什么说她乐于助
人？我来举个例子吧！

去年的一个晚上，倾盆大雨下个
不停，妈妈看着外面，心想：我们医院
的地势比较低，平时下点小雨、中雨，
都有好些地方会积水，今天这雨又急
又大……妈妈实在是担心，于是决定
冒着大雨去医院看一看。到了医院，
果然，院子里的水已经没到大腿，看到
同事们正在药库里“抢救”药品，妈妈
顾不得身上的雨水，和同事们一起奋

战。他们把药库里的药品都搬到了
安全的地方，又去搬设备。为了安全
起见，医院的电源总闸关了，大家在
黑暗中等待消防员来抽水。等一切
忙完，已经是夜里12点了。

第二天放学后，妈妈把这件事
情告诉了我，我感动不已，暗下决
心，要向妈妈学习。

前不久，我在上足球训练课
时，一位同学因为忘记戴护膝，在
跑动过程中把皮磨破了，我拿出
书包里备着的药，为他细心地涂
抹，他感动地说：“谢谢你！你真
是我的好队友！”我的心里甜滋滋
的。

乐于助人如今成了我们家
的家风。无论是身边熟识的人，
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我们
一家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已经成了我
们家的家训！

每周二下午，扬中市三跃中心小学
六（2）班陈诗语家的“生态农场”都热闹非
凡，学校五、六年级的同学像一群忙碌的
小蜜蜂，兴致勃勃地进行春季农作物的
栽培养护，体验劳动的辛劳与快乐。

这学期，学校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的号
召，准备开设劳动实践课程，但是校
园内缺乏劳动实践场地，于是老师
们就想到了联手家委会建立校外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自家是“种
植大户”的陈诗语说服爸妈，自
愿提供自家的生态农场作为劳
动基地，她自信满满地说：“我家
农场与学校只隔一条马路，最适
合做劳动基地了。”

陈诗语一家来自安徽农
村。几年前，父母来到扬中，承
包了一块土地，种植了桃树、山
药、草莓、葡萄等农作物。3月12
日第一次劳动实践日前，陈诗语
和妈妈做了充分准备。“她们可热
情了，不仅给我们准备好了手套
和工具，还削了一大盆荸荠给我们

解渴解乏。”六（2）班朱星辰感受到了
陈诗语一家的善良和淳朴。

同学们在陈诗语和妈妈的关照
下，被分配到了指定的劳动区域。“我
和几个小伙伴的任务是给几棵桃树浇
水施肥，我负责挖坑松土。”起初朱星
辰还挺“瞧不上”这个活，可是真正做
起来却困难重重。“如果只用蛮力，挖
一会手就酸了，累得满头大汗，而且挖
的间距也不合适。”在陈诗语的指导
下，朱星辰很快掌握了技巧，和其他几
个同学合作，顺利完成任务。在劳动
过程中，他还见到了形状各异的农作
物种子，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体会到
了劳动的辛劳。

“难怪陈诗语心灵手巧懂得多，原
来她在家就经常帮父母干活。”六（2）
班陈香蓉说，班级里的大事小事陈诗
语都干得得心应手，身为语文课代表
的她也经常跟大家分享劳动心得，帮
助同学在劳动实践中寻找写作素材。
陈香蓉在作文中写道：“劳动让我翻开
大自然这本无形的书，学到了书本中
学不到的知识。”

乐于助人我也行
海门市新教育小学二（1）班 王五洲 指导老师 俞丽美

志愿者在行动

劳动劳动，，
请来我家的生态农场吧！

本报记者 郭 瑞 通讯员 朱华庆

在美丽的太湖之滨有一所
因篆刻而古韵流芳的校园，这
就是无锡市蠡园中心小学。一
进校门，就能看到茵茵青草间
一块景致石上，刻着当代著名
篆刻大师陈大中书写的两个篆
文大字——“励志”。走在校园
的各个角落，篆刻的元素和印
记更是无处不在，各个年级也
都开设了篆刻课程。浸润着篆
刻艺术的馨香，蠡小学子们身
上，除了书卷气还多了一份“金
石气”。

能加入篆刻社团“西园印

社”，是每个蠡小学子的期盼。
不仅因为社团的名称与“天下
第一社”西泠印社遥相呼应，还
因为它曾获得“全国优秀红领
巾小社团”的称号，社员们的作
品曾多次代表无锡、代表江苏
参加全国大展，有些优秀作品
还被挑选出来作为国礼馈赠外
宾。

方寸之间，刀走凌云志，字
行流云姿。篆刻融书法、绘画、
雕刻于一体，其创作是一个沉
静艰深的过程，既需要创作者
具有一定的书法与艺术修养，
又要求创作者有持之以恒的专
注和耐心。六（5）班何锦力从
小习练毛笔字，当她第一次接
触篆刻，就被“精诚所至，金石
为开”的创作过程所吸引。她
说：“刀锋在石头上的凿、推、
钻、铲已成为我心中的旋律，让

我 觉 得 是 一 种 享
受。即使手指被硌出
血印、磨出了水泡，也要
锲而不舍地完成一件满
意的作品。”她的作品《我
来学印》不仅在省市美术
馆、文化馆展出，还被印在
了学校的礼品袋上，成为了
学校的形象代言。

篆刻的内容五花八门，有
姓名、吉祥语、励志语、生肖图
案等。孩子们富有天性和情趣
的作品，赋予这项古老艺术勃
勃生机。四（3）班陈宇方创作
的向日葵、荷花、草莓、蝉以及
二十四节气主题印章构思新
奇、别具一格，展现了江南孩子
的灵性。她说：“在一次次的
社团活动中，我不仅收获了一
件件篆刻作品，更养成精益
求精、活学活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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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政府主办
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在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
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目的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
实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
战，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近日，由常
熟、江阴、张家港、太仓、吴江五地博物馆
联合举办的“万里江海通——江南与海
上丝绸之路特展”走进江阴市城西中心小
学。什么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中的
海上丝绸之路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海
上丝绸之路与江南水乡又有着怎样的渊
源？……在校园里的“缩小版”特展中走
上一遭，历史长河中海上丝绸之路的神秘
面纱在城西中心小学的“博悟”少年面前
慢慢揭开。

“早在新石器时代，东南沿海地区
的渔民就凭借简易的航行工具开始探
索海洋。秦汉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进
步，中外往来趋于频繁，海上丝绸之路
渐成规模……”作为江阴市博物馆的

“博悟”小讲解员，五（6）班赵小月在学
校的这次特展中又承担起讲解的活
儿。为了这次讲解，她上网搜集了许多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资料，还走进
博物馆探寻常熟、江阴、张家港、太仓、
吴江等地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间的联
系。“靠海、凭江、临河，富庶的江南地区
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集散地。”作为水乡儿
女，赵小月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漫步于展板之间，“博悟”少年们学

习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史料，还选取自
己感兴趣的“点”进行研学。从一开始
的乌篷小船，到郑和下西洋时期配备有
罗盘等先进设备的大船；从甲午海战中
北洋水师的舰船，到解放江阴战役的渡
江第一船，再到民族复兴之船——辽宁
舰，五（6）班的“博悟”研学小组以“船”
为切入口进行探究，他们发现“船”的发
展映射着国家的兴衰。家乡江阴作为
我国“远望号”测量船的停泊基地，令

“博悟”少年们骄傲不已。袁誉宁对船
舶建造知识非常感兴趣，他梦想长大后
要为“远望号”的航行和探测献上自己
的一份力量。

在亲手绘制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路线图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
后，六（1）班刘一杭发现，古今海上丝绸
之路串联起的国家有许多“重合”之处，
其中斯里兰卡让他最感兴趣。“斯里兰
卡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郑和
七下西洋五次在这里驻节，新中国成立
后到 1956 年建交以前，中斯贸易总额
曾位居中国与亚非国家
贸易的第二位。”从深海
捕鱼、橡胶加工等低技
术行业的合作，到如
今互联网、电信等
高技术高附加值
行业的“携手”，
刘一杭发现古
往今来，尤其
是“一带一
路 ”合 作

倡议提出以来，对外开放、相互合作都
是推动国家进步、促进共同发展的互赢
之举。

畅游校园里的海上丝绸之路特展，
“博悟”少年们深感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的意义重大，以及“一带一路”共商、共
享、共建的智慧与力量，立志更加努力
学习科学知识，为实现中国梦积蓄力
量。

上图为“博悟”研学小组制作纸船
手工，献礼新中国70华诞。

下图为“博悟”少年参观海上丝绸
之路特展。

“““博悟博悟博悟”””少年少年少年“““纵览纵览纵览”””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苏 婷

五一放假，我们一家驱车回射阳老家看望爷爷奶
奶。

路上，爸爸回忆起他从前上学时，从县城的学校回
一趟家真是大费周章。先要坐公交到射阳镇，再转小巴
颠簸到村口，从村口下了车还要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步
行40多分钟才能到家……

听到这，上次回老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虽然
当时老家的路已经不再是泥泞不堪的土路，许多乡村小
道也已经铺上了水泥路面，但去爷爷奶奶家还要步行经
过一座“危桥”。在桥上每走一步，它都会发出“吱吱呀
呀”的“惨叫声”，令我心惊肉跳……当我出神地想着那
座桥时，车子已经平稳地驶过了村口的水泥路。

近了，近了，就要到那座“危桥”了，我不由地捏了一
把汗。“豪豪，快看！”爸爸喊道。我往窗外一瞧，“危桥”
变样了！眼前的小桥虽比不上城里纵横交错的立交桥，
但相比从前的模样，它变得宽敞结实多了，我们的车也
能稳稳从上面驶过了。

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向爷爷报喜：“回乡的路变化
真大呀！”爷爷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国家富强了，
农村也富裕了。不仅有看得见的变化，还有很多‘看不
见’的变化——国家免了农业税，还实行了新农村合作
医疗等一系列好政策，咱农村的变化当然大喽！”

今昔回乡路
宝应县实验小学四（10）班 徐冉豪

指导老师 张彩云

今天，我们要去拜访家乡玉雕大
师——吴中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马洪伟伯伯。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们来到了马
伯伯的工作室。马伯伯亲切地将我们
迎进门，并带我们来到他引以为傲的
玉器陈列室。陈列室里摆放着许多仿
古工艺品，马伯伯将青铜的粗犷和玉
雕的温润有机结合，虽然作品的造型

和纹样与古代原件有所区别，但在我
看来却“仿古而不泥古”，古韵古风与
现代审美在作品里碰撞出艺术的“火
花”。

接着，我们来到马伯伯平时工作
的地方。指着办公桌上放着的许多尚
未打磨好的玉器半成品，马伯伯向我
们介绍道：“玉十分坚硬，需要浸水才
雕刻得动，并且下刀雕刻前需要做好

充分准备，因为下刀后便没有悔刀的
机会了。”正如马伯伯所说，我在桌上
发现了许多草图，原来雕刻玉器决不
能随心所欲，而要慢工出细活，精工出
佳作啊！

马伯伯告诉我们，玉器雕刻技艺
需要经年累月练习，反复钻研培养手
感。“学习亦是如此，只有热爱玉雕才
能耐得住枯燥和寂寞，只有热爱学习
才能克服困难，勇攀高峰……”听完

马伯伯的话，我获益良多，不仅为
马伯伯精湛的手艺折服，更敬

佩他“干一行爱一行”的工
匠精神。

走近玉雕大师玉雕大师
苏州市吴中区光福中心小学五（2）班 曹雅格
小记者编号 J185420 指导老师 周红芳

本报讯 4月26日，盐城市大纵湖初中12名新团员在老
师的带领下来到大纵湖北宋庄党支部成立旧址参加入团仪
式。仪式上，大纵湖旅游度假区关工委主任丁美中向新团员
讲述了北宋庄党支部成立后带领当地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历
史故事，希望同学们牢记习爷爷教诲，从小立志听党话、跟党
走。活动结束，新团员们纷纷表示今后一定铭记历史、牢记使
命，坚决听党话、跟党走。 （通讯员 仓万荣 刘庆宝）

“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早读课上，无锡连元街小学的
同学们人手一本《好习惯读本》，在
老师的带领下齐声朗读。除了在早
读课上朗读，《好习惯读本》小巧便
携的造型、充满童趣的插图和朗朗
上口的童谣，也吸引同学们在课余
随时翻看。

自 2008 年开始，连元街小学将
“好习惯养成法”纳入课程，并根据
高中低年级同学年龄段特点和接受
能力的不同，编写了上、中、下三册

《好习惯读本》，从生活、学习、为人
三个角度讲述了60个中小学生应该
养成的好习惯。“随着年级的升高，

《好习惯读本》中的插图和童谣变少
了，文字和故事变多了，但是引导同
学们养成好习惯的‘核心’没有变。”
四（7）班周茗源介绍，自己现在学习
的中年级读本更侧重培养生活好习

惯，她骄傲地说：“新学期我已经养
成了少用餐巾纸、多用手帕的好习
惯。”

本学期以来，学校又将“好习惯
养成法”升级为“寻矿炼宝”活动。
如今，同学们既能从《好习惯读本》
中汲取“能量”，又可以探寻身边榜
样身上蕴藏的“矿藏”，并将它们收
集在班级的“好习惯宝库”中。每学
期初，同学们从“宝库”中选择6个好
习惯进行为期3个月的“炼宝行动”，
每养成一个好习惯就可以在自己的

“好习惯荣耀卡”中的一颗“宝石”上
涂上喜欢的颜色。同学们都力争在
学期末点亮6颗“宝石”。

本学期过半，同学们已经将班
级“好习惯宝库”装得满满当当，并
开始着手“炼宝”。四（7）班陈紫渔
原先很羡慕敢于在课堂上畅谈观点
的同学，后来“积极举手发言”被纳

入班级“宝库”，她也要
求 自 己 养 成 这 个 好 习
惯。请闺蜜督促自己上课
发言，回家后向父母汇报课上
发言时的“闪光点”，经过半学期
的“修炼”，陈紫渔从刚开始发言
时紧张得结巴，到现在已经能享
受参与课堂交流的乐趣。她充满
信心地说：“学期末，我一定能炼成

‘积极发言’的宝石。”除了在家和学
校里养成好习惯，同学们还将这些

“宝矿”播撒到校外。四（4）班班长
朱建行在管理班级图书角时总结出
不少心得，周末在校外的图书馆看
书时，他兼职当起小管理员，提醒前
来看书的小伙伴保持良好坐姿和养
成书归原处的习惯。

探寻好习惯，学习好习惯，践
行好习惯。好习惯“宝矿”将校
园内外装点得熠熠闪光。

东海县石榴街道小学：

学习守岛英雄王爷爷
本报讯 近日，东海县石榴街道小学开展“学习守岛英雄

王继才，争当‘三有’时代新人”主题队日活动。各班同学们在
老师的带领下观看《守岛英雄王继才》宣传片，学习王继才爷
爷生前为国守岛 32年的英雄事迹。王爷爷感人的事迹激励
着同学们向家乡英雄看齐，传承爱国基因。观看完宣传片，学
校还组织同学们开展写观后感、制作手抄报、布置黑板报等系
列活动。 （通讯员 乔 明 李树丽）

沛县栖山镇孟寨小学：

听主题报告 立报国之志
本报讯 近日，沛县栖山镇孟寨小学开展“传承爱国精

神，争做‘三有’新人”主题教育活动，并邀请镇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孟昭民为全校700多名师生作主题报告。孟爷爷用生动
的事例向同学们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乡人民生活水平的
变化。听完孟爷爷的演讲，五年级学生闫莫凡表示：“如今的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学生我们要努力学习，做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接下来，学校还将开展“我
爱我的祖国”征文活动及演讲比赛。 （通讯员 孟 辉）

仪征市实验小学：

模拟法庭进课堂
本报讯 近日，仪征市实验小学四（6）班的同学们上了一

堂别样法制课。课上，从事律师工作的学生家长将模拟法庭
“搬”进课堂，并邀请同学扮演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辩护
人、被告人等角色。随着法槌敲响，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是否
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进行了激烈交锋。审判结束后，
学生家长还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并对案件进行了梳理分
析。课后，同学们都觉得这种以案说法的普法形式更通俗易
懂。 （通讯员 辛 闻）

盐城市大纵湖初中：

入团式上学史立志

探寻好习惯“宝矿”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李 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