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心一刻

放假了，新新不认真写作
业。爸爸批评他：“你这样人在
家里心在外面，怎么能学习好
呢？”

新新弱弱地问：“爸爸，那
我可不可以心在家里人在外面
呢？”

女汉子
六岁的儿子偶然翻看妈妈

的身份证，他看到上面写着“性
别：女；民族：汉”，于是对妈妈
说：“妈妈，你身份证上面都写
着你是女汉子，你还不承认！”

背紧箍咒
外甥：“舅舅，你看过《西游

记》这部电视剧吗？”
舅舅：“我是看着这部电视

剧长大的，都看过几十遍了，好
多剧情都能倒背如流了！”

外甥：“那你把唐僧的紧箍
咒背给我听听！他每次念得太
快，我都听不清。”

妈妈：“快起床，你这懒孩
子！你看，太阳都升这么高了，
你还不起床？”

儿子：“妈妈，太阳六点钟
就下山睡觉了，可我那会儿还
没睡呢！”

作息时间

心在家人在外

小明边写作业边看电视，
妈妈批评道：“你这样可不行，
一心二用是做不好事情的。”

小明点点头说：“我知道
了。我不写作业了，专心看电
视吧！”

1+1=3
阿姨逗五岁的小华：“一加

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3？”
小华掰掰手指头，奶声奶

气地说：“一加一在（再）加一的
情况下等于3。”

专心看电视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爸爸：“孩子，你知道什么
叫‘大材小用’吗？”

儿子：“大人的钱拿给小孩
子用，就叫‘大财小用’！”

大财小用

伟伟家里买了一只新气
筒，四周邻居都来向伟伟的爸
爸借气筒给自行车打气。伟伟
看了担心地说：“爸爸，大家都
来借气筒，将来气筒里的气打
完了，那咋办呀？”

借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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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英雄事迹

学英雄精神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施洪辉

开 展 阅 读 活 动 、参 观 消 防 中
队，寻访革命老兵……启东市南苑
小学六（1）班陈奕澎掰着手指头，
认真地介绍着启东市阳光花苑社
区校外教育辅导站的各类活动。
辅导站每年都会结合节日、重大庆
典组织精彩的活动，同学们在参
观、寻访中收获成长力量，立下远
大志向。

前不久，辅导站的“五老”爷爷
奶奶们带领陈奕澎和小伙伴们寻访
了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
美援朝的老兵张竹叶爷爷。虽然张
爷爷已经 90 多岁了，但他的声音依
旧洪亮、有力。他用质朴的语言讲
述了自己和战友在朝鲜战场上不畏
艰险和敌人殊死搏斗的战斗故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张爷爷所属部
队进入朝鲜境内时，敌机狂轰乱炸，
铁轨和公路都遭毁坏，车辆不能正
常通行，他和战友只能步行前进；一
次敌军投掷的炸弹在距离张爷爷不

远处爆炸，让他身体多处受伤……
听到这，陈奕澎忍不住问张爷爷：

“那时你害怕吗？”张爷爷摇了摇头
告诉他：“在军人心里，没有‘怕’这
个字！”掷地有声的话语，让陈奕澎
感受到中国军人的气概。

活动结束后，启东市中等专业
学校19级机电班黄驿钦倍感使命与
责任在肩。“革命的火炬已经传到我
们的手中，如今的盛世说明先辈们
的努力没有白费。作为新时代青少
年，我们要勇于承担时代赋予我们
的责任和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之前辅导站
组织的参观市消防中队活动中，黄
驿钦被消防员不怕危险、舍己为人
的精神所打动，长大后也想成为一
名光荣的消防员，守护一方平安。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黄驿钦坚持每
天跳绳、做引体向上，增强体质，“我
还增加了长跑训练，锻炼自己的耐
力。”

压岁钱
该由谁来管？

每年拿到压岁钱，爸爸妈妈总说：“先帮你存着。”可同学们发
现，存着存着这钱就没了，就不属于自己了……那么同学收到的压
岁钱到底属于谁？其实《民法典》里有着明确的答案。

先请大家看一个关于压岁钱的案例：
晓阳（化名）今年10周岁，2019年5月，父母离婚，晓阳跟父亲

生活。期间，父亲没有经过晓阳同意，将晓阳5万余元的压岁钱及
其利息全部取出供自己使用。于是，晓阳母亲以晓阳名义将父亲
告上法庭，请求返还晓阳所有存款及利息。经法院审理判决，晓阳
父亲返还晓阳全部存款及利息。从本案可以看出孩子的压岁钱归
孩子所有，父母不能随便处分、占有。

那同学收到压岁钱后就能随意支配吗？《民法典》规定，不满8
周岁的未成年人，压岁钱应当由其父母代为支配；如果是已满8周
岁的未成年人，仅能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比
如买文具、书籍等，如果想要购买大件用品或者想打赏主播，需要
征得家长同意或者追认。所以呀，压岁钱虽然归未成年人所有，但
不能随意消费或支配哦。

有同学们可能想问了，爸爸妈妈帮着存的压岁钱到底应该怎
么花呢？《民法典》规定，如果未成年人对他人构成侵权，比如将别
人打伤、毁坏了别人的玩具等，则应当从未成年人本人的压岁钱中
优先支付，剩下的再由父母赔偿。当然如果父母想用压岁钱为未
成年人购买供其本人使用的学习用品、生活用品，或给孩子报辅导
班等，则不在法律禁止之列。

（作者单位：江阴市云亭街道关工委）

徐州铜山区大许中学教师 韩慧荣

蒋士凡

凡有所读 皆成性格

最近，常有同学问
我，考试又不考课外阅
读，为什么我们还要多
读书呢？

举个最简单的例
子，当你看到天边落日
余晖，一排大雁南飞，
你脑海中想到的是“落
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还是“天
呐，真好看，太好看了”
呢？亲爱的同学们，读书不仅可
以丰富我们的精神内涵，更是对
民族文化的一种传承。中国经
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
厄却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的
文化从未间断；即便是在最困苦
的岁月、最艰难的日子，总有人
把书本重新拾起、擦拭，并传递
下去。

世界上有那么多书，我们该
读什么书呢？读书的要义是对

话，读什么书就等于同
什么人对话。同学们
既可以选择那些经过
时间检验，能成为人类
历史和文明长河中思
想奠基的那些书籍，也
可以广泛阅读，史籍使
人明智，诗词使人灵
秀，数学使人周密，科
学使人深刻……凡有
所读，皆成性格。亲爱

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阅读，建立
健康的人格。

最后，我们该如何读书呢？
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是眼与手
的结合，要做好笔记，把读到的
写下来，让自己的想法留下痕
迹。同时反复阅读，一本好书

“不厌百回读”，可以不断在生活
中重读，在重读中学会生活。

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一起
浸润书香，泛舟书海。

敞开心扉，主动伸出“橄榄枝”

新学年，我才随爸爸妈妈从老家转来这所新学校读书，经过一学期的相处我身边的朋
友依然很少。每次看到班上的同学在课间一起做游戏、讨论题目，我都很想加入，但我总
有些害怕，也不知道要怎么发出“好友邀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小 哲

小哲同学：
你好！
学会和小伙伴相处，是学习正确处理人际

关系的重要一步。你说想要加入新同学当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不妨试试下面的方法：

在课间，花点时间来观察一下同学们，看
看他们在做什么、聊什么，来判断自己是否适
合加入。如果确定要加入，你可以从中找到
一名最外向最热情的同学进行接触。

预先想好要说的话，比如:“你们在玩什
么？”“我能一起玩吗？”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

说，跟着大家一起，寻找机会加入进去，这样
会更舒服自然。

也可以和家长一起预演：遇到友善者，如
何回应；遇到排斥者，是走开找寻其他同学
玩，还是对自己说“我下次再试试”。通过预
演让我们学会应对不同状况。

有时交不到朋友，并不是小伙伴们不想
和我们玩，而是彼此都比较害羞。相信你只
要打开心扉、勇敢尝试，很快就可以收获珍贵
的友谊。

你的朋友 小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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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学校组织了各种劳动实践活动，培养同学
们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精神。其实，不光在学校，我们从小就在家跟着父母
学做家务、农活，在劳动中传承孝亲敬老、厉行节俭的好家风。

我们在学做家务中感受到爸爸妈妈的不
易，将自己的感恩之情化为孝亲敬老的实际行动。

每到休息日，盐城市建湖县实验小学城南校区
六（2）班赵益铭的爸妈都会去爷爷奶奶家帮他们洗

衣、晒被，照料他们的饮食起居。“妈妈说，孝亲敬老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帮长辈分担家务，也是表达爱的一种
方式。”在妈妈的影响下，赵益铭主动承担起洗菜、刷碗、拖
地等家务。细心的他还针对妈妈的肩颈问题，学习了一套
按摩手法，用实际行动感恩母亲。最近，赵益铭正忙着学
做红烧鹅、排骨汤等长辈们爱吃的菜，让孝亲敬老的好

家风在烟火气中传承。

孝亲敬老从居家劳动开始

走出家门，爸爸妈妈带我们来到田间
地头，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中，我们体会

劳动的辛苦，学会珍惜劳动成果，养成节俭好习
惯。

很小的时候，镇江市中山路小学四（4）班赵晗哲爸爸
妈妈就告诉他要“厉行节俭，反对浪费”。日常生活中，他

们不仅以身作则，还带赵晗哲去草莓基地做小小“采摘员”，
感受劳动的辛劳。采摘草莓时要弯着腰、低着头，不一会赵
晗哲就累得腰酸背痛。当他想要放弃时，抬头却见不远处
的爸爸虽然满头大汗却依然坚持劳动。爸爸告诉他生活
中我们享用的一切都凝结着劳动者的汗水。通过田间劳
动，赵晗哲不仅养成不挑食、不浪费的好习惯，当上了

学校的“光盘小明星”，还学会合理使用自己的零花
钱。

节俭在田间地头生根

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我们积极
参与公益劳动，培养助人品德，树立责任

意识，立志做幸福生活的建设者。
作为学校大队辅导员，泗阳县实验小学四

（16）班王思远的爸爸认为，“劳动是孩子健康成
长的必要途径，而奉献是一个人融入社会的必备品
质。”他经常在周末组织少先队员们开展义务劳动
和志愿服务活动。“上小学后，爸爸告诉我，‘现在你
长大了，可以为别人和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了。”王思远跟随爸爸来到学校的红色劳动实践基
地，在田间地头体会劳动辛劳、品尝收获喜悦；
在敬老院做义工、到社区做志愿者，培养奉献

精神。王思远说：“劳动是为社会创造
价值，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事情做

好，还要多为社会做奉献。”

在公益劳动中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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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找智方”是我们村里人的“口头禅”，这句“口
头禅”的“主人公”赵智方是我们大长港村的副村长，
也是我的堂舅。我不常见到堂舅，但每次回老家，
我都能听到好多关于“智方”的事儿。

堂舅大专毕业后就在村里扎下了根。刚
开始只是待在办公室做文员，打打文件，办办
农保。但他为村民办事从不嫌麻烦，久而久
之大家有事都喜欢找他。

有一次，村上的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
子走失了，这可把这位男子的老父亲急坏
了。堂舅得知后，立马组织村民帮忙一
起找。一连找了两天也没找到，但堂舅
没有放弃，他发微信朋友圈搜集线索、打
电话询问邻村的朋友，想尽了办法。功
夫不负有心人，堂舅在男子失踪的第三
天傍晚，得到了他在邻村出现过的线
索。堂舅立刻赶到邻村，终于在那村子
的竹林中找到了他，并带他回了家。堂舅
的好人好事在村里传播开来，大家见到他
都夸他，但他总是低头笑笑说：“这都是我
应该做的。”

去年，沪苏湖高铁修到了我们大长港村，
村里的好多房子需要拆迁。这些房子中有很
多是村民们新盖的小洋楼，他们都舍不得拆。堂
舅就挨家挨户地走访，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协商补
偿和安置事宜，得到了村民们的一致好评。现在，村

里人遇上“麻烦事儿”总说：
“有事找智方，就对了！”

堂舅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
党员，但他的爱岗敬业、真诚奉献，
在平凡的岗位上展现出了党员的先进
性。“智方的事儿”也激励着我做一名更加
出色的少先队员！

““有事找智方有事找智方””
苏州市吴江区北库小学六（1）班 赵晨熙

指导老师 朱凤娟

4月 7日，学校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退休教师陈振超为我们五年级的同学上

了一堂“寻红色足迹，讲王鲍故事——献给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特殊思政课。

陈老师告诉我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而我们的家乡也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陈老师为我们讲述了 4个故事，展现了家乡的红
色基因。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更生村村名背后的故
事——更生村是以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革命烈士
陈更生名字命名的红色乡村。陈更生烈士是我们
启东人，是一名共产党员。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陈更生所在的连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陈更生也中
弹负伤。当通讯兵要把陈更生抬下救治时，他却毅
然拒绝了。他说：“我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
亡！”说完，陈更生带着伤冲向敌群，和敌人展开肉
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坚守在阵地上。待到
后续部队赶到时，100多人的连队仅剩下10多人，
他们用身躯守住了阵地，为大部队围歼敌人赢得
了宝贵时间。

活动中，陈老师还讲述了王鲍镇的由
来、崇启海常备旅纪念地的故事以及“张辛

殉难地”的由来，每个红色遗迹的背后都有
着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周末，我在爸

爸的带领下参观了崇启海常备旅纪念
地。在纪念地，我感觉自己与家乡

的红色基因连接得更紧密了。
我骄傲，我是王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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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虫洞的菜吃着更放心？蔬菜怎
么洗才能将农药残留降到最低？前不
久，扬州市新华中学科学探索社的成
员、高二（4）班的施赵郡和高二（5）班
的刘祎将目光聚焦在蔬菜农药残留
上，撰写的论文《蔬菜表面农药残留检
测及洗涤方式的探究》，被省级期刊

《化学教与学》刊发。
之前施赵郡妈妈总爱买带有虫洞

的蔬菜，觉得这样的菜药物残留低，而
刘祎家人拿盐水泡、太阳晒，想降低蔬
菜的农残……看着家人的各种“治留
偏方”，两位同学决定用化学知识探究
农残问题。实验中，他们利用农药残
留检测试剂对蔬菜农药残留（有机磷）

进行检测，发现市面上的蔬菜农残含
量全都符合国家标准，可以放心食
用。同时，蔬菜的农残程度与“卖相”
无关。施赵郡把结论告诉妈妈，让她
不要被表象所迷惑。

怎样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农药残留
呢？他们用盐水泡、放太阳底下晒，发
现效果都一般。通过查阅资料和研究
市面上果蔬清洗剂的主要成分，他们决
定使用β-环糊精。他们反复试验剂量
的配比，最终发现用 1.8%的饱和β-环
糊精浸泡蔬果 30分钟后，用蒸馏水清
洗，去农药残留效果较好。他们还发现

“用清水浸泡30分钟就可以很好地降低
农残了”。试验中，他们用染色剂模拟

农药喷洒在蔬菜表面，更加直观地比较
不同洗涤方法的效果，这种做法获得了
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点赞。

新华中学科学探索社一直在引导
同学们将化学和生活联系起来，老师
放手让学生自己动手积极探究，学校
还为社团配备了化学课程基地实验室
和理化生融合实验室。社团负责人陈
云老师介绍，这已是学生第四次在《化
学教与学》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
果了。这次论文发表在校内掀起了一
场科学探索的热潮。这不，高二（5）班
的刘心玥正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研
究，希望像发表论文的同学们一样，用
科学和智慧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吃”出来的化学论文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杜晚林 王 倩

本报讯 近日，盐城市大纵湖小学开展“传承红色基
因、争做时代新人”系列活动。同学们参观了北宋庄第一
届党支部成立旧址，重温了家乡的红色历史，聆听百岁老
干部宋如阳讲述自己浴血奋战的斗争故事，感悟幸福生
活的来之不易。同学们还走进大纵湖国家湿地公园感受
家乡近年来的发展。寻访活动结束，同学们举行了“感恩
党、歌颂党”主题朗诵活动，歌颂党和祖国，抒发爱党爱国
情怀。 （通讯员 丁美中 刘庆宝）

扬州市育才小学：

毅行路上宣讲党史
本报讯 4 月 19 日至 20 日，扬州市育才小学开展

“毅行宣讲党史，传承红色精神”远足活动。同学们从学
校步行至瘦西湖公园，并为公园里的游客们讲解建党
100周年标志的含义，邀请游客通过连线小游戏重温嘉
兴红船、井冈山会师、遵义会议等重要历史事件。同学们
还讲述了刘胡兰、雷锋、赖宁等英雄人物的故事，介绍了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天眼”等大国重器……精彩的讲
述赢得了游客们的阵阵掌声。 （通讯员 夏永强）

连云港市海头初级中学：

聆听家乡红色故事
本报讯 4月 19日，连云港市赣榆区关工委在海头

初级中学报告厅举行“百讲红色故事进校园”报告会。区
关工委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陈运芳带领同学们观看了赣
榆党史故事 100讲中的《赣榆第一位共产党员——张竞
同》和《玉皇阁里的秘密》两个视频，并通过PPT课件，对
这两个党史故事进行了深入讲解，带领同学们重温了党
团结带领赣榆人民艰苦奋斗的历程。本次报告会激励同
学们把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汇入复兴伟业，坚定了听
党话、跟党走的决心。 （通讯员 许 磊）

金湖县城南实验小学：

感悟铁军精神
本报讯 4月 16日，金湖县城南实验小学关工委联

合德育处组织部分少先队员前往盱眙县黄花塘新四军军
部纪念馆，进行党史学习教育。队员们聆听了解说员关
于新四军军部移驻黄花塘开展革命斗争的解说，参观了
新四军军部纪念馆、新四军文化艺术馆以及政治部旧址、
陈毅旧居等红色场馆。队员们被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所震
撼，纷纷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在学习和生活中践
行铁军精神。 （通讯员 朱汉年 杨爱仁）

盐城市大纵湖小学：

系列活动学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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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唐爷爷向同学们讲述南
京解放故事。

下图为莫愁湖小学学生齐诵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本报讯 4 月 23 日是南京解放纪念
日。当天，南京市建邺区教育关工委常务副
主任唐德海走进莫愁湖小学，为全校学生作

“听南京解放故事，做金陵优秀少年”主题宣
讲，向同学们讲述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

解放南京的辉煌历史。
讲座中，唐爷爷向同学们展示了

许多渡江战役的珍贵影像资料，令六
（4）班胡昱辰印象最深的，是人民解
放军乘着木船，以摧枯拉朽之势从
长江北岸千帆竞发直指南岸的视
频。“4 月 23 日也是中国人民海军
诞生日。在学校播放的介绍中国

人民海军近年来发展成就的纪录片
中，我看到了我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

舰、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和我国自主
研制的万吨级驱逐舰首舰南昌舰。气势磅
礴的新型战舰与渡江战役时期人民解放军
的木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为人民军队
的日益强大而倍感振奋，“生活在如此强大
的祖国，真是安全感满满！”

在黑白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中，那位
梳着一条粗粗的麻花辫、用瘦弱的身躯奋力

摇橹、送解放军过江的女孩，吸引了六（3）班
李心蕾的目光。在唐爷爷的讲述中，她了解
到这个女孩是渡江战役支前队伍中的一员，
名叫颜红英。“照片里的颜红英虽然只有 19
岁，但她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支前工作。渡
江时，遭遇国民党的炮火袭击，弹片擦破了
她的脸颊，但她毫不畏惧，真是勇敢！”李心
蕾从老百姓踊跃参与支前的行动中感受到
人民对“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渴望，

“习爷爷在合肥参观渡江战役纪念馆时曾
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
来的。这张照片就体现了军民一心的鱼水
深情。”

讲座中，唐爷爷还带领大家回顾了自己
儿时喜欢的电影《渡江侦察记》，讲述了潜伏
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第一厅的地下党员沈
世猷智取江防图的故事，告诉同学们南京的
胜利解放是党的公开战线和隐蔽战线相互
配合、成就建国伟业的一次重要体现。“影片
中，地下党员将江防图藏在鱼肚子里进行传
递，机智极了！”六（3）班张梓萱说：“人民解
放军和地下党里应外合，南京的老百姓自发
组织纠察队、巡逻队日夜保护南京的公共设

施和厂房设备，说明了南京
解放是众望所归。”

在齐诵《七律·人民解放
军占领南京》时，张梓萱回想起
自己参观渡江胜利纪念馆、南京
总统府时的情景，她说：“飘荡在长
江江面的硝烟早已消散在历史的长
河中，现在许多市民都喜欢在江畔的
健身步道上散步，引得可爱的江豚时不
时探出脑袋来看看我们的幸福生活。我
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
学习，把南京和祖国建设
得更美好！”
（记者 张
玫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