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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新下午放学第一个回到
了家，他打开电视看起了卡通
节目。不久爸爸、妈妈、哥哥回
家后，电视被转到了别的频
道。小新靠近妈妈说：“妈，你
不是说人不可以自私吗？”

妈妈说：“是啊，所以你不
可以只看你自己喜欢看的卡通
节目，也要让爸妈和哥哥看看
其他的节目。”

小新说：“可是，为啥三个
自私比一个自私好呢？”

小强问：“妈妈，家长会上
老师表扬我没有？”

妈妈答：“没有，听了半天
也没有听到你的名字。”

小强又问：“那老师念完同
学的名字后说‘等等’了没有？”

妈妈答：“说了。”
小强说：“那不是表扬了我

吗？我就在‘等等’里头！”

鞋 带
售货员：“你要什么样的鞋

带？”
小汤姆：“一根左边的，一

根右边的。”

草“莓”味
一天，小明和小华在小公

园玩。小明不小心跌了个跟
头，一头栽在草地上，吃到了几
根青草。

小华问他：“草是什么味道
的？”

小明说：“草没（莓）味。”
小华激动地说：“草莓味？

让我来尝尝！”他迅速地拔了根
草放到嘴里，然后又吐了出来，
说：“小明，你骗我，草是没有味
道的。”

一个小孩迷了路，一时回
不了家。他灵机一动便去问路
边的警察：“叔叔，我找不到回
家的路了。”警察问道：“孩子，
你家住在哪里呀？”孩子答道：

“我妈妈只教我迷路了就去问
警察，可她没告诉我住在哪里
呀！”

找警察

三个自私

等 等

都不识字
暑假里，5 岁的宝宝想给

幼儿园的好朋友贝贝写一封
信，就去向爸爸要笔和纸。

“宝宝，你还不认识字，怎
么能给别人写信呢？”爸爸好奇
地问。

“怕什么，反正贝贝也不认
识字呀！”宝宝理直气壮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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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小康是热点话
题。今天，我家里谈论的是
乡路的巨变。

外公打开了话匣子：“我
生在里下河淤溪乡，乡间有数
不清的小路，它们有的紧挨着
小河，有的像蚯蚓一样弯弯曲
曲爬向田野……”外公告诉我，
那时，小农经济支配着乡亲们
的思想，乡路改不了“土”身
份。直到改革开放，被束缚住
的乡路才渐渐活动开筋骨。上
个世纪90年代初，“要想富先
修路”被大家普遍接受，乡路的
变化才大了起来：县城至乡镇
主干道上铺起了能开汽车的砂
石路，连接着城乡公路的砖头
路也铺到了家家户户的门口。

“那时，我刚到县城工
作。”外公接着回忆，“节假日
回家须从姜堰乘车至泰州，
再坐轮渡，一趟得花上大半
天时间。但只过了几年，姜
堰到淤溪就通上了汽车。”虽然乡里通了汽车，但
外公从乡里回家还要走上好多里路，周末坐末班
车回到淤溪，下车还要再走2个多钟头。“于是我
努力工作，挣了一辆自行车。骑车来回，方便多
了。”

“在您的自行车上，有3个令我难忘的瞬间。”
妈妈抢过外公的话头。原来，这三次都是因为乡
路难走导致的。这条路，承载了妈妈第一次从自
行车上摔倒，承载了外公载着外婆和妈妈骑行5
小时的狼狈与幸福，承载了外公与突然离世的母
亲的生死别离……

听完妈妈与乡路的故事，大家回味良久。“我
眼中的乡路长了‘脚’到处走！”我打破沉默。如今
的乡路在河网纵横的泰州大地上“手牵手”，实现
了村通汽车、户连公路，还攀上了高速公路、铁路
这样的“高枝”；路旁的绿化为酷暑中奔波在外的
人遮阳，路灯为晚归的旅人指路……“不仅如此，
广阔的农村织出了公路网，村村有站头，区间有公
交，2块钱就能乘车，70岁以上老人还免费呢！”外
公补充道，话语里尽是对如今“小康”乡路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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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7日，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徐州市铜
山区利国实验小学开展“浓情九月，师恩难忘”主题班会活
动。课上，班主任向同学们介绍了教师节的由来，引导同学们
不忘师恩、勤学有礼。同学们还观看了《程门立雪》和毛泽东、
周恩来不忘师恩的视频，了解不忘师恩的名人故事，并通过互
动问答学习尊师行为。活动最后，同学们发自内心地表达了
对老师的敬爱，并表示要用一点一滴的进步报答老师的谆谆
教诲。 （通讯员 丁修武 高 杨）

盐城市教育局关工委：

送工匠精神进校园
本报讯 9月6日，盐城市教育局关工委会同职业教育和

社会教育处联合主办的“江苏制造工匠丁郁华报告会”在盐城
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举行。丁郁华向同学们分享了他的创
业故事：他潜心学习钻研，攻坚克难，先后研发高新技术产品
9项，申报并拥有专利 92项。市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徐国良
表示，开展“工匠精神进校园”活动，对于营造重视职业教育、
重视技术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提高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水平
有着重要意义。他希望同学们以丁郁华为榜样，弘扬工匠精
神，为实现制造业强国梦作贡献。 （通讯员 国 良）

徐州市铜山区利国实验小学：

感谢师恩 立志勤奋

本报讯 近日，由省科协、省文明办、省科技厅、省新闻出
版局、省广电局、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
江苏省优秀科普作品评选活动公布评选结果，江苏少年网两
件作品分获新媒体类二三等奖。其中，《独角仙与马蜂》获二
等奖，《揭秘恼人的杨絮》获三等奖。 （记者 张玫莹）

江苏少年网2件作品喜获
省优秀科普作品评选二三等奖

追寻家乡红色遗迹追寻家乡红色遗迹
海安市城东镇韩洋小学四（1）班 周梓翼（小记者证编号 J200332） 指导老师 徐 敏

“阜宁县实验小学拥有百年历
史，发展至今已拥有 6 个校区，是一
艘载着 2万多名师生乘风破浪、徜徉
学海的巨型航母。”说起自己的学校，
阜宁县实验小学向阳路校区五（2）班
曹俊锦有夸不完的话。问他为什么
如此热爱母校，他说：“我们学校怎一
个‘美’字了得！”

曹俊锦口中的“美”不仅指校园
环境之美，更是他在学校感受到的关
爱之美。近年来，随着阜宁县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留
守学生也逐年增加。曹俊锦所在的
向阳路校区紧邻乡村，学校留守儿童
的比例更是超过半数，许多同学出现
了“生活上缺人照应、行为上缺人管
教、学习上缺人辅导”的“三缺”状
况。为了让每一位同学得到关爱，集

团在向阳路校区试点建立了“好妈
妈”信箱和留守儿童之家，有专门的
老师定期查阅信件、留言，与求助的
学生沟通。五（1）班吴梦瑶与父母的
关系曾因为长期分居两地而变得疏
远，向“好妈妈信箱”求助后，韩老师
每周都用自己的手机让她与父母通
视频电话交流感情。现在的吴梦瑶
又成了爸妈的“小棉袄”，她觉得自己
得到的关爱和其他同学一样多。

除了感受关爱之美，集团其他校
区的同学还在感受着各种不同的

“美”。“我们学校有很多社团，每周三
最后一节课都是同学们‘走班’上课
的时间，可以根据喜好学习技能。”长
春路校区六（6）班王纲源加入书法社
后，在翰墨书香中体味书法之美。作
为省书法特色示范校，学校将书法和

诗歌融入广播操。“同学们每天踏诗
而行，进出校园、班级时的推搡现象
变少了，校园生活也变得更文明了。”

同学们不仅在校园里享受“美”，
还走出校园感受家乡之美。各类寻
访活动让府前街校区六（1）班许芮更
了解家乡，更热爱家乡了。在寻访林
道村时，陈必林、李以道两位烈士的
英雄故事让她感佩烈士们舍生取义
的革命精神；走进抗击 6·23 特大龙
卷风纪念馆，她为阜宁人民万众一心
重建家园的凝聚力鼓掌……“我的家
乡有着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壤，有着狂
风暴雨摧不毁的坚毅，作为阜宁儿
女，我们要将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

关爱之美、文明之美、家乡之美
……相信同学们在感受“美”的同时，
会将“美”播撒向更远的未来。

我们校园，怎一个“美”字了得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黄理仁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但同学们，你们对家乡
的革命故事了解多少？”前不久，为追
忆老一辈革命家为新中国成立所作
的贡献，我们学校的小记者在老师的
带领下开展了寻访活动。

第一站，我们来到洋蛮河伏击战

纪念碑。老兵爷爷在纪念碑前为我
们讲了洋蛮河伏击战的故事：当时，
战士们埋伏在洋蛮河两岸，敌人的一
支大部队正从西往东赶，连长一声令
下，战士们团团围上，打得敌人猝不
及防。“这场战役中，我军在短短几十
分钟内就把敌军打得片甲不留，还缴
获了许多弹药……”听着老兵爷爷慷
慨激昂的讲述，我热血沸腾，心想：

“海安的英雄儿女们在党的领导下团
结一致，奋勇抗敌，这样的红色基因
我们要好好传承。”

第二站，我们走进海安泛书房红
色报纸展览馆。展馆内展出了 1919

年至今，记录各个重要历史时刻的报
刊共 328 份，时间跨度超过了 100
年。跟随这一张张报纸，我见证了新
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个辉煌时刻：1949
年，毛泽东爷爷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
新中国成立；1964年，“蘑菇云”腾空
而起，中国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
爆炸；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举国
欢腾……历史在我眼前鲜活起来，我
为每一个辉煌时刻感到自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
天的红色之旅，让我领悟到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我要努力地学习，用知识
的力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蓄力！

成长2020年9月1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苗 苗 美编 魏 洁 校对 王 鸣
电话 025-86261721 邮箱 zbjtjy@163.com A3

本报记者 郭 瑞

两名学生作文再次获奖、同学们保持着课外阅读的好习惯
……看到新疆克州乌恰县实验小学三（2）班班级群里的这些信
息，常州市浦前中心小学刘芬老师倍感欣慰。年前从新疆支教
回来后，刘老师心里就一直牵挂着那里的孩子，“想他们时，我会
跟那里班上的班主任视频，在屏幕里看看大家。”

用用用“““心血心血心血”””

浇灌浇灌浇灌“““雪莲花雪莲花雪莲花”””

江苏盐税博物馆坐落于泰
州古城河边，是全国唯一一家以
盐税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难
怪史称‘天下盐赋，两淮居半。
两淮盐税，泰州居半’。”泰州市
海陵学校五（1）班刘依瑄感慨
道。当她走进盐税博物馆，看到
古朴的建筑与现代科技完美结
合，多媒体的影像、雕塑生动立
体地展现了古时盐税的历史和
文化，青砖灰瓦的建筑风格让她
仿佛置身清代的街巷之中。

博物馆中展出了北宋熙宁
年间煮盐的盘铁。这些盘铁呈
圆形，需要十来个人同时操作。
看到如此大的盘铁，六（4）班周
鑫扬不禁感叹：“当年的泰州该
是多么繁荣昌盛！”盘铁的另一
侧，是生动形象的铜像，展现当
时劳动人民煮盐时的场景。因
为工作的辛劳，工人们都是瘦骨
嶙峋，挥汗如雨。看着这几尊铜

像，周鑫扬说：“雪白的盐粒中也
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汗水。”

六（1）班孙海博从走进第一
个展厅“盐税的起源”开始，就细
细观察橱窗内收藏的商代制盐
陶罐、汉代钱币等文物。在制盐
陶罐的旁边摆放的是齐桓公与
大臣管仲商议盐税的蜡像，欣赏
着蜡像，旁边音响里传来这两人
的“对话”，孙海博仿佛穿越了时
空。在博物馆，孙海博领略了古
代盐从生产到运输的全过程，直
到看到盐商们将盐运至目的地
贩卖时，孙海博才松了一口气，

“终于到目的地了！”
同学们原本以为盐只是简

简单单的调味品，参观了这座博
物馆后，才知道盐在古时的重要
性。宁静安详的盐税博物馆，记
载着泰州辉煌的盐税历史，也让
同学们对家乡多了一份浓浓的
爱。

亲爱的同学们，新学期伊始，
你有了怎样的学习生活体验？是
一切顺利,还是磕绊不断？相信没
有人会永远一帆风顺，逆境随时
会为我们带来测试与考验。而人
们追求的成功与幸福常常来自这
些危机。找到“危”中之“机”，给
自己换“芯”升级，便是打开成功
之门的正确方式。而开启的钥
匙，除了智商（IQ）、情商（EQ），还
有非常重要的逆商（AQ）。

逆商 AQ 来自英文 Adversi-
ty Quotient，指人们面对挫折、摆
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简单
来说，就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 、面对挫折，继续“奥利
给”。不管是在课堂遭遇了信心
滑铁卢，在考场被烤得里嫩外焦，
还是意外翻覆了和同学友谊的小
船，告诉自己：没关系，一切都会

好起来，加油！
二、身处困境，马上行动。沮

丧、失望、烦躁的情绪往往如影随
形、无处宣泄。这时先让自己冷
静下来，思考原因、反省自己，找
到解决问题方法。

三、最小化负面影响。校园
里的挫折不应该成为向父母咆
哮、抱怨的原因；与父母沟通的障
碍没理由变成无心学习、自我放
弃的源头。找到问题症结，大胆
地寻求帮助，用最小的代价走出
逆境：“每天都是新的自己！”“一
切重新再来！”

面对未知、遇难而上，是人类
生命发挥巨大潜能的来源。每一
回诚实面对自己的短处、每一次
战胜自己的沮丧、每一步靠近理
想的步伐，都是幸福的成长！在
逆境中愈挫愈勇、激情挑战，高逆
商的你，一定会收获人生旅途中
乘风破浪的精彩！

前些日子，奶奶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老鼠！
这家伙老是偷吃奶奶买的蛋糕、米饼、肉块

……而奶奶十分爱惜粮食，她看到家里的食物被老
鼠糟蹋了，十分心疼。我和老爸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捉到这只老鼠。

早晨，房间里传来了“吱吱”的声音。我心想：
“老鼠竟然敢在白天出来？”捕鼠心切的我飞奔向房
间。发现老鼠后，我撸起袖子，屏息冲向老鼠。可
不知是它听觉灵敏，还是背后长眼睛。我刚向它冲
去，它就一个转身躲过攻击。

“再来一次吧！”我喘着粗气说。这次，我换成
“猫步”，慢慢地、轻轻地走向老鼠。可这只“臭家
伙”再次溜之大吉。第三次“冲锋”，我直接跟地板
来了个“亲密接触”。老鼠贼溜溜地盯着我，好像在
说：“哼！有本事来抓我呀！”我气急败坏，却又无可
奈何。

“让！让！‘小将’退下，‘老将’出场！”
原来是老爸！只见他从鞋柜里拿出一只雨
鞋，又放进一块蛋糕，对我说：“我俩假装离
开。”“好！”我们离开两分钟后，一个灰
色的身影跳入了雨鞋，老爸立马把雨
鞋合上，呵！老鼠被老爸捕捉到
了！我高兴得欢呼起来。

老爸看着我说：“你为了捕
鼠，试了好几次，勇气可嘉。但我
们遇到事情不能光靠蛮劲，要学会动脑筋，要找到
窍门和方法。捕鼠也不例外。”“对，老爸就是利用
老鼠贪吃的特点，用小蛋糕引诱它落入陷阱。”我恍
然大悟。

这时，奶奶走了出来，竖起大拇指对我们说：
“你们俩这么快就帮我解决了大难题，真是太厉害
啦。中午每人都奖励一只大鸡腿！”

品味家乡盐文化
本报记者 姚 靓

通讯员 杨 淑 钱 杨 袁晓倩 羊 璐

培养逆商 乘风破浪
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教师 刘静娴

捕 鼠 记南京市银城小学五（八）班卢梓萌

我那淘气弟弟带给我的烦恼，三天
三夜也说不完。

今天吃完晚饭，我们一家四口到公园散步，爸爸推出
了我的平衡车。一到公园入口，我正准备踏上车，弟弟抢
先一步，夺车而去。唉！算了，毕竟他小，让他先骑吧，反正按

惯例，一人骑一半路程，很公平。我们走完一半路程后，弟弟竟然
得寸进尺，不停下来，我只好对他说：“龙凯凯，该我骑啦！”谁知，他
直接骑车从我的脚上轧了过去！

还是妈妈拦住了弟弟。我刚骑上去，弟弟就想方设法阻拦我，
我心一横，也从他的脚上轧了过去。虽然我是故意的，但听见弟

弟的哭声还是心疼了，连忙停下来看弟弟的“伤势”。他趁
我下车的那一刻，竟然踏上了车，一溜烟地跑了，

还不忘记回头冲我做个鬼脸。望着他远
去的背影，我真是哭笑不得。

盱眙县五墩实验小学
小 雨

一字一句播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2018年秋季开学前，上有老下有小的刘芬老师
响应国家援疆号召，怀着那份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去
往乌恰县实验小学支教。她带的二（2）班全是少数
民族学生，面对语言交流障碍、学生基础差等问题，
有着二十多年语文教学经验的刘老师动了不少脑
筋。课前精心设计教案，课堂上一遍遍引导纠正，
课外领读儿歌、古诗。刘老师点点滴滴、持之以恒
的努力，让同学们渐渐爱上了语文课。在学校写
字、阅读各项比赛中，二（2）班的同学们每次都名列
前茅。

刘老师还用书法艺术来激发同学们学习汉语
的热情。她主动要求担任学校书法社团的辅导老
师，每周增加两节课，教孩子学写隶书。从演示笔
画到临摹单个字，再到尝试书写作品，同学们看到
了自己的进步。多名同学的作品被张贴展示，信心
和兴趣倍增。随刘老师学习书法一年多的玛纳斯·
买买提艾则孜同学深有体会地说：“学习书法让我
感受到了汉字独特的艺术魅力，体会到了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

一股暖流在师生间流淌

天山南麓的边陲小城乌恰县，是我国最晚送走
落日的地方。这里经济条件落后，许多孩子家庭比
较贫困，缺少学习用品，刘老师就为他们准备好铅
笔、本子、橡皮等。为了让教学工作更有针对性，援
疆一年多，她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对班里的学
生进行家访，几乎走遍了整个乌恰县。这里地广人

稀，每次家访几名学生，就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
玉米提别克·吾山同学的爸爸去世了，全家5口

人全靠妈妈一人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刘老师帮他
申请到“王诤研究会援疆助学金”，为这个困难家庭
雪中送炭。得知单亲家庭的买迪娜·吐鲁木西要过
生日了，刘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布置教室、买来蛋糕、
准备礼物，让她感受到了来自大家庭的温暖。一件
件暖心的事，感动着学生和家长，也让师生的心贴
得更近了。买迪娜说：“刘老师就像妈妈一样亲，我
们都很喜欢她。”

授人以渔让爱接力传承

刘老师知道，自己的支教生活终究会结束，给
新疆的孩子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才是最
重要的。作为常州市名师工作室的成员，她一去便
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语文工作室，带领来自三所学
校的十多位语文老师，围绕《快乐表达，提升民族学
生学习国语的能力》等课题积极开展教研活动，抓
紧培养本地老师自身的造血能力。多名青年教师
也在她的帮助下迅速成长。朱马古丽·艾司买提老
师在刘芬的引领下，成长为州级工作室新的带头人。

一年半时间里，刘老师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
扎实、为人和善，给当地老师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受过她帮助的老师更是与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居马比老师说：“参加工作以来，没有谁像刘老师这
样对我倾囊相授，全心全意帮助我，一想到刘老师，
我心里就很暖。”临别之时，朱马古丽老师对这位亦
师亦友的大姐依依不舍：“在我心中您很伟大，您永
远是我的师傅。”

让他三尺又何妨

小雨同学：
你好！听了你的“吐槽”，小编感同身受，

但从“惯例”看，你和弟弟在生活中应该还是比较公平
的。这次稍稍打破“惯例”，你就“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好像

有失当哥哥的风度。
你听过六尺巷的故事吗？小编想把“让他三尺又何妨”这句诗送给

你。试着让着点弟弟，没准在你的感化下，他也会成为一位谦谦君子。
请珍惜有弟弟陪伴的童年，你们的童年生活就是在你和弟弟

这样一次次“互动”中更加缤纷多彩。这些伴随着你成长的“小
烦恼”，多年后回忆起来，也一定美好而难忘。

你的朋友 小 草

我家的故事

学生：让我真正爱上你
在享受体育运动乐趣，收获成长

的同时，同学们对“1小时”也有着更多
的期盼。

在徐州市解放路小学，体育组的老
师们为体育课创编了 100 个小游戏。

“每堂课老师都会带领我们玩不同的
游戏。”三（7）班闫明泽说体育课是同
学们最期待的课程。“可每天大课间
一小时，除了做广播操，就是固定的
跳绳、跑步。”闫明泽说，他期待学校
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课间体育活
动，让同学们像喜爱体育课一样爱
上大课间。

东台市富安镇小学六（3）班
韩紫竹是校篮球队成员，从三年
级开始，每天放学后她都会留校
训练 1 小时，她还发现“运动后
神清气爽，学习时解题思路更
清晰了”。韩紫竹也介绍，篮球
队队员的学习成绩普遍不错。

老师：保证运动的量与质
“每天1小时”对学生们可

非常宝贵哦，为了让这 1 小时
发挥充分效能，学校和老师可

动足了脑筋。
“中学阶段学生学业压力加重，但

运动时间不能缩水。”沭阳县潼阳中学
体卫艺负责人孙昌军老师说，学生的运
动时间主要在学校，提高学生每天的运
动效率尤为关键。学校对大课间活动
做了细致安排，将活动区域分为 10 个
场地，每个场地固定一个项目，同学们
可以按照兴趣自主选择。

利用“每天 1小时”，盱眙县城南实
验小学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课。“每
周三次的社团课绝大多数是与运动有
关的户外项目。”据学校体育老师叶可
娟统计，大课间、体育课加上社团课的
活动时间，学生们每天在校能保证1个
小时以上的锻炼时间。

家长：磨刀不误砍柴工
和疫情宅家期间相比，家长们发

现返校后“每天 1 小时”给孩子带来
的变化还是挺大的。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镇江市丹
徒区实验小学五（13）班曾艺菲的爸
爸陶正中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作为家
长，他也十分支持每天确保“1小时锻
炼时间”。“宅家抗疫期间，虽然学

校每天也给学生布置了体育家庭作
业，但是开学后能和同龄人一起运动，
孩子显然更有动力。”陶老师还认为，规
范安全的校内运动也让家长更放心。

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四（1）班
陆思齐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陆思齐的
妈妈很支持儿子踢足球，她认为用好
每天锻炼的 1 小时时间，既可以提高
孩子的身体素质，也有助于孩子的心
理健康。“为了锻炼、学习两不误，思
齐上课听讲更专注，回家后做作业
的效率也提高了。而足球作为团
队运动，让思齐比以前更懂得与
人交流和合作了，包容心和耐
挫力都得到了提升。”

本报记者 苗 苗 张玫莹
通讯员 龚晓青 张文强 唐 玲 吴立新 文必元 刘华俊

近日，教育部针对全国政协关于要保证青少年体育锻炼活动时间的提案做出回应，指出要确保学生每天
锻炼1小时，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并让这“1小时”真正动起来。这不仅需要学生的积
极参与，更需要学校、家长的支持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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