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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县八滩镇中心小学：

本报讯 前不久，滨海县八滩镇
中心小学组织师生开展疫情防控应急
演练，进一步提高校园应对疫情突发
事件的能力。演练中，入校师生在校
门口进入测温区检测体温，测温合格
的师生按照学校指定路线，在老师的
引导下有序地入校、入班。如有体温
异常的学生，则会被保健教师带到应
急隔离室，并通知家长带回就医，同时
上报学校领导，对经过区域进行消毒，
并开启跟踪观察和缺课登记追踪。

（通讯员 沈益亮）

扬中市实验小学：

本报讯 近日，由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主办的“2021年高雅艺术进校园
活动”走进扬中市实验小学。此次校
园儿童音乐剧片段汇演选取了六段世
界经典儿童音乐剧片段，其中既有向
建党 100 周年献礼的内容，也有深受
孩子喜爱、童趣满满的童话故事，用孩
子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了一场高雅艺
术盛宴。活动得到了扬中实小同学们
的“点赞”。 （辛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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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关心下一代
周报》什么时候到？”这是贵
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木咱镇
坝力小学同学们最近热议的
话题。12 月 8 日上午，当同
学们从校长汪印鑫口中得知
预计本月底就能收到报纸
时，他们开心极了。

原来，在宿迁市公安局
宿豫分局一级警长、关工委
副主任、“迅哥有约”志愿者
协会创始人陆迅的努力下，
宿迁市“迅哥有约”志愿者协
会志愿者沈铭巍为木咱镇坝
力小学全校师生订阅了 315
份《关心下一代周报》。2019
年起，“迅哥有约”志愿者协
会就开始关注贵州山区孩子
成长：捐衣送书，资助就学期
间生活费。为了让他们更好
地了解外面世界，陆迅把目
光放到了《周报》上。江苏草
儿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创始人
沈铭巍知道后，主动承担
315份报纸的订阅费用。他
说：“让《周报》走出江苏，让
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尝
尝这份精神食粮，很有意
义！”

陆迅表示，接下来会指
导学校开展读报用报活动，
并组织师生向周报投稿，“到
明年6月前，在周报刊登5篇
稿件的学生可免费获得协会
组织的暑期江苏研学活动的
门票。”

（记者 周 琳 通讯
员 孙军贤 高 潮）

“两个确立”意义深远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指

出，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
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大的政治

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成长、中国革命和建设实
践继往开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政党如果
不能确立一个领导核心和革命理论作为指导思
想，就无法统一全党的意志，从而陷入各自为政，
什么事情都干不成的局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航向。

“两个确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的重要保障。“两个确立”既是重大历史结论，也是
重大实践要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
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正是因为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出台了一
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
系列重大工作，才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不
断开辟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实践表
明，“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大的政治
成果，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
败的重要保证。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力走好新的赶考路。

前不久，我们来到泰州海军舰艇文化公园，开
展寻访活动，了解高港舰艇文化。

泰州大桥脚下的三艘舰艇渐渐映入我们的眼
帘，走过晃动的浮桥，我们登上了退役的881洪泽
湖号补给舰、108西宁号导弹驱逐舰、515厦门号
导弹护卫舰。进入舱内，海军战士们曾经生活、工
作的场所一一展现在我们眼前，彷佛在诉说着海
军远洋航行的故事。同学们都兴奋极了，或不停
讨论着军舰上的装备，或在军舰的简介牌前聆听
军舰的“前世今生”。讲解员姐姐告诉我们，洪泽
湖号补给舰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代综合补
给舰，在它服役的38年中，航行超过33万海里，去
过 26个国家的 29个港口，被誉为“中华补给第一

舰”。洪泽湖号等补给舰的出现，结束了中国海军
不能远航的历史，见证了中国海军从浅海走向深
蓝的步伐。

回想起之前在其他纪念馆里看到的渡江小木
船，还有64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
清为了看清美国航母，身体前倾，踮着脚去观察的
照片，我的心里感慨万千。中国海军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只用了几十年
的时间，这让我感到无比骄傲与
自豪。返程途中，我们的话题
始终围绕着祖国强大的海军
展开，不少小伙伴都梦想着成
为一名出色的海军。

红领巾“舰”证海军强军路

演练秋冬疫情防控

经典儿童音乐剧进校园

泰州市鲍徐小学
六（2）班 吉桂彤

一天，爸爸问三岁的儿子
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毫不犹
豫地回答说：“我想当小狗！”

爸爸急忙问原因，儿子解
释说：“当小狗就可以顿顿都吃
肉骨头了。”

开心一刻

“关心下一代周报”微信
快来扫一扫

乌鸦喝水
父亲让儿子给杯子里加点

水，儿子问爸爸：“杯子里不是
还有水吗？”

爸爸摇摇头说：“太少了。”
几分钟后，儿子端着杯子

回来。爸爸接过一看，愣住了，
原来杯子里多了大半杯石子。

儿子得意洋洋地说：“爸
爸，您喝吧！乌鸦就是这样喝
水的。”

儿子这一出搞得爸爸哭笑
不得。

喝多了
小明两岁半，很是乖巧。

姑姑问他喜欢谁，他会说喜欢
姑姑；奶奶问他喜欢谁，他就说
喜欢奶奶。

这天家里人都到齐了，姑
姑故意逗小明，问他是喜欢爷
爷奶奶还是外公外婆。正在扫
地的奶奶一直偷偷观察小明的
反应，小明不回答，只顾拿起杯
子喝水。

姑姑继续追问，小明又喝
一大口水，并作晕倒状，说：“不
行了，喝多了，有点晕。”

冰淇淋蛋筒
一家三口出去吃饭。路

上，冷风飕飕，顽皮的儿子把手
插在兜里，走在妈妈左边，妈妈
问他：“你怎么总紧靠我这边？”

儿子吐吐舌头说：“您能帮
我挡风呀。”

妈妈听了有些不开心：“变
相说我胖，是不？到了阿姨家
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一进朋友家门，妈妈说：
“真冷，我都快冻成冰棍儿了。”

儿子说：“妈妈，您说错
了。冰棍儿是我，您应该是冰
淇淋蛋筒。”

大变活人
看完魔术演出后，儿子很

兴奋地对妈妈说：“妈妈，那个
变活鱼的节目真精彩，魔术师
把鱼竿一抛，就从我们身旁钓
上了一条鱼。我也想学这魔
术！”

妈妈笑着问：“你也想变
鱼？”

儿子说：“我想大变活人
——当我想看电视时，手一挥
就可以把你变没了！”

简单的梦想

家庭学法
“花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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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化市新生中心小学六（7）班 王静娴
指导老师 鲁媛菊

坐在我的房间里，我享受着被书包围
的感觉，手一伸就能拿到想读的书。每日
清晨，我一睁开眼，就瞧见爸爸在读书。每
天我做作业时，他都会拿一本书坐在我身
旁津津有味地阅读，陶醉于书中的情节。

可能是耳濡目染吧，在爸爸的影响下，
我和弟弟都爱上了阅读。冰心奶奶曾经说
过：“读书好，读好书，好读书。”我发现，一
本好书就是一位良师益友。从曹文轩的

《草房子》《根鸟》到巴金的《家》、雨果的《巴
黎圣母院》……我也读了不少书。但在爸
妈眼中这还远远不够，每逢节假日他们还
会带我和弟弟去图书馆读书。我们一看就
是一下午，直到闭馆才恋恋不舍地把书放
回书架。

在我家，亲子阅读是很常见的场景。
每天睡前爸妈都会拿出精心挑选的图
书，带着我们阅读。我和弟弟坐在他们
中间，大家一起享受着每天最期待的阅
读时光，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微笑。阅

读也让我们的亲情得
到了升华。

妈妈说，只要热爱
读书，身上就会散发出
一 种 香 气 ，那 便 是 书
香。在充满书香的家
里，我们每个人都幸福
满满。

书 香 满 屋
11月17日，在“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诞辰120周

年之际，魏建功纪念馆在海安西场建成开馆。魏建功
是谁？他与海安西场有着怎样的渊源？带着这些问
题，海安市城东镇西场小学的少先队员们走进了魏建
功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一尊身着长衫，戴着圆形眼镜的魏建
功雕像映入大家的眼帘，雕像背后是“天行健”3个大
字。纪念馆中，一排排不同年代出版的《新华字典》吸
引了队员们的注意。辅导员老师的介绍让队员们了解
到，原来大家“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的初版总编辑
就是魏建功。四（1）班陈褚佳在馆中的一张黑白老照
片中发现，“魏先生还是我们的校友呢！”他小时候就读
的西场玉成公小学校就是西场小学的前身。

观看馆中播放的魏建功生平介绍，同学们了解到
魏先生自幼好学，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加入“国语推行
委员会”，后来在台湾省大力推行国语。“为了推广国
语，魏先生开设国语讲座，还创办了台湾省第一份国语
报纸《国语日报》！”四（1）班孙一昕对魏先生的爱国精
神很是敬佩，“在台湾省推行国语，维护祖国文化的统
一，魏先生的功劳可真不小！”

在第一版《新华字典》前，辅导员老师向同学们介
绍了魏建功编撰《新华字典》的初衷。从台湾回到大陆
后，魏先生面对当时国人文化程度不高的状态，萌生了
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
的想法。于是，他撰写《编辑字典计划》，后经专家共同
讨论，最终确定了以音统形、以义排词等十大编辑原
则。历时 3年多，中国第一部《新华字典》终于在 1953
年 12月面世。“魏先生毕生致力于汉语的教学和研究
工作，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四（2）班崔双
逸说。截至目前，《新华字典》已修订至第 12版，是中
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之最，“魏先生的生平事
迹让我坚定了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要用好《新华字典》，说
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传承好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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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诵《和平宣言》 点亮“和平烛光”

本报讯本报讯 今年今年1212月月1313日是第八个国家公祭日日是第八个国家公祭日，，这一天这一天
的南京城山河呜咽的南京城山河呜咽，，草木含悲草木含悲，，笼罩着肃穆的气氛笼罩着肃穆的气氛。。1010时时
许许，，凄厉的防空警报在南京上空拉响凄厉的防空警报在南京上空拉响，，汽车鸣笛汽车鸣笛，，路人驻足路人驻足，，
举城默哀举城默哀。。8484年前年前，，南京沦陷南京沦陷；；8484年后年后，，中华儿女第八次以中华儿女第八次以
国之名义悼念逝去的国之名义悼念逝去的3030万同胞万同胞。。南京各校数十万师生也南京各校数十万师生也
纷纷举行纪念活动纷纷举行纪念活动，，悼念遇难同胞悼念遇难同胞，，祈愿和平祈愿和平。。

““中华中华””学子朗读学子朗读《《宣言宣言》》发出和平祈愿发出和平祈愿

作为公祭仪式的重要环节作为公祭仪式的重要环节，，南京市青少年代表集体朗南京市青少年代表集体朗
诵诵《《和平宣言和平宣言》，》，““一二一三一二一三，，古城沦丧古城沦丧。。侵华日寇侵华日寇，，掳掠烧掳掠烧
杀杀，，尸横遍野尸横遍野，，血染长江血染长江。。三十余万三十余万，，生灵涂炭生灵涂炭，，炼狱六周炼狱六周，，
哀哉国殇……哀哉国殇……””同学们用饱含深情同学们用饱含深情、、铿锵有力的声音铿锵有力的声音，，向全向全
世界发出和平的祈愿世界发出和平的祈愿。。今年今年，，负责朗诵的青少年代表是来负责朗诵的青少年代表是来
自南京市中华中学的自南京市中华中学的8484名高中生名高中生。。四名领诵之一的高二四名领诵之一的高二
（（22））班夏雯静就住在纪念馆附近班夏雯静就住在纪念馆附近，，听着这段血泪故事长大的听着这段血泪故事长大的
她说她说：：““8484的数字寓意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数字寓意纪念南京大屠杀8484周年周年，，8484年过去年过去
了了，，那段历史不能忘那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不敢忘！！不会忘不会忘！！公祭活动就是提公祭活动就是提
醒每个人要铭记历史醒每个人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珍爱和平，，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99
月月33日日，，夏雯静还作为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夏雯静还作为南京市青少年代表，，来到江东门纪念来到江东门纪念
馆参与撞响和平大钟仪式馆参与撞响和平大钟仪式。。她说她说：：““即使将来我离开了南即使将来我离开了南
京京，，可不管走到哪里可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会向身边的人讲述南京的这段历我都会向身边的人讲述南京的这段历
史史，，会像今天放飞的和平之鸽一样会像今天放飞的和平之鸽一样，，将将《《和平宣言和平宣言》》传递到我传递到我
所到的每一个地方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首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首次参加国家公祭仪式，，中华中学高一中华中学高一（（1010））班陆浩宸班陆浩宸
颇感自豪颇感自豪。。““接到任务后接到任务后，，我们前前后后来纪念馆四五我们前前后后来纪念馆四五
次次，，每周三次的集训也很辛苦每周三次的集训也很辛苦，，但收获很多但收获很多。。””陆浩陆浩
宸觉得宸觉得，，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了解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了解，，不仅朗诵不仅朗诵
时的情感表达变得自然了时的情感表达变得自然了，，对设立国家公祭对设立国家公祭
日的意义也有了深刻的理解日的意义也有了深刻的理解。。他说他说：：““作为作为
百年名校的百年名校的‘‘中华中华’’学子学子，，我们要铭记历我们要铭记历
史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更加明而是要更加明
确自己的使命担当确自己的使命担当，，刻苦求学刻苦求学，，练就本练就本
领领，，将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将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献自己的力量。。””

金陵少年为和平点亮烛光金陵少年为和平点亮烛光

公祭日当晚公祭日当晚，，““烛光祭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国际和平集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寒风中寒风中，，寄托哀思的点点烛寄托哀思的点点烛
光排列成光排列成““12131213””、、““8484””等数字等数字，，环绕着象征死难者之魂的火环绕着象征死难者之魂的火
焰焰。。在一片肃穆凝重的氛围中在一片肃穆凝重的氛围中，，童声合唱团的少女们吟唱童声合唱团的少女们吟唱

《《蚕豆歌蚕豆歌》，》，令人仿佛回到令人仿佛回到19371937年的至暗时刻年的至暗时刻。。烛光祭是邀烛光祭是邀
请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一起悼念遇难者并祈祷世界和平请国内外爱好和平的人士一起悼念遇难者并祈祷世界和平
的活动的活动，，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今年的烛光祭首次采用今年的烛光祭首次采用55GG、、虚拟动画虚拟动画
等技术等技术，，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场内场外共祭场内场外共祭。。大屠杀幸存者大屠杀幸存者
后代后代、、南京市民和中小学生代表在现场点亮烛光南京市民和中小学生代表在现场点亮烛光，，悼念逝悼念逝
者者，，守望和平守望和平。。

20222022 和平启动仪式和平启动仪式
环节环节，，北京东路小学一年北京东路小学一年
级女生赵彧骁手拿一束级女生赵彧骁手拿一束

紫金草紫金草，，与大屏里那个站在废墟里衣衫褴褛的与大屏里那个站在废墟里衣衫褴褛的““漫画女孩漫画女孩””
手指相触手指相触，，瞬间瞬间，，和平之花开满南京城和平之花开满南京城。。赵彧骁第四次作为赵彧骁第四次作为
纪念馆纪念馆““紫金草女孩紫金草女孩””与与19371937年的年的““漫画女孩漫画女孩””隔空对话隔空对话，，她她
说说：：““我的角色原型是一个当年正在挖野菜的小女孩我的角色原型是一个当年正在挖野菜的小女孩，，每次每次

‘‘牵手牵手’’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和平真好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和平真好，，现在的生活真幸现在的生活真幸
福福。。””

南京市金陵小学的南京市金陵小学的88位女生参加了烛光祭活动位女生参加了烛光祭活动，，五五（（88））
班郝溢柠觉得班郝溢柠觉得，，““历史可以被原谅历史可以被原谅，，但不应被遗忘但不应被遗忘，，我们要携我们要携
起手来起手来，，为持久的和平而努力为持久的和平而努力。。””当天上午当天上午，，在学校在学校““童心记童心记
历史历史，，云上颂和平云上颂和平””网络云班会活动中网络云班会活动中，，她还作为学生代表她还作为学生代表
宣读宣读《《争当争当““国际和平小使者国际和平小使者””倡议书倡议书》，》，启动争当启动争当““国际和平国际和平
小使者小使者””网络接力活动网络接力活动，，并在倡议海报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并在倡议海报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
的名字的名字。。

公祭日当天适逢星期一公祭日当天适逢星期一，，江苏各地江苏各地中小学校纷纷利用中小学校纷纷利用
国旗下讲话国旗下讲话、、班队会等形式开展公祭日主题活动班队会等形式开展公祭日主题活动，，呼吁同学呼吁同学
们铭记历史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勿忘国耻、、珍爱和平珍爱和平，，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学
习习。。 （（记者记者 郭郭 瑞瑞））

图为图为1212月月1313日日，，青少年代表在南京大屠青少年代表在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宣读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宣读《《和平宣言和平宣言》。》。

图为公祭日当天图为公祭日当天，，少先队员在少先队员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附近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附近遇
难同胞纪念碑前行少先队队礼难同胞纪念碑前行少先队队礼。。

图为图为 1212 月月 1313 日晚日晚，，
学生代表学生代表（（前排前排））在侵华日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参加念馆参加““烛光祭烛光祭””活动活动。。

国之殇，未敢忘！我省中小学公祭日举办各种祭奠活动

常熟市实验小学五（4）班钱伟丰的妈妈是一名律
师，耳濡目染下，钱伟丰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
仅常向妈妈请教，家门口的法治雕塑公园也是他和妈妈
常去的“打卡点”。邻里相处要和谐、校园霸凌要警惕
……公园里有图文并茂、生动诙谐的普法小故事、小漫
画，扫一扫雕塑上的二维码，不仅能查阅雕塑介绍，还能
观看法治微电影。“每周末，我都会去那儿走一趟，散步
的同时，还能学到各种法律知识。”钱伟丰还将学到的法
律知识带到班级分享给同学们。这周班级的法治主题
班会上，钱伟丰为同学们播放了一段他和妈妈录制的
关于拒绝校园霸凌的法治小视频，并告诉大家：“法律
可以保护我们，遭遇校园霸凌一定要向大人求助！”

“打卡”学法有收获
法法官官妈妈妈妈教教““走走路路”” 普普法法达达人人有有底底气气

参观法治场
馆、家庭趣味知识竞赛、

争当社区普法志愿者……
同学们发现自己在家中学

法 也 能 花 样 百 出 、乐 在 其
中。同学们还在父母的引导
下，将学到的法律知识运
用到学习和生活中，主

动践行法治精神。

作为学校里的“普法小达人”，扬州市育才小学
六（9）班陈思聪知道的法律知识可真不少，这都得益
于妈妈经常带他参加社区组织的法治宣传活动。在
社区“交通文明行”志愿活动中，得知骑电动车要戴
头盔是“硬性规定”，他第一时间向身边的人“普
法”。有一次，他和妈妈在车上看到有个骑电动车的人
不仅没戴头盔还准备闯红灯，他赶紧让妈妈靠边停车并
上前劝阻。“妈妈跟他讲了不戴头盔和闯红灯的危害，我
也拿出道路交通安全法里的规定来说服他，那位叔叔停下
了车在路边耐心等待，还夸我懂得真多。”陈思聪说：“有法
律做‘后盾’，我劝人的时候底
气更足啦！”

“ 打 开 车 门
前要注意什么？”南通市通州区
实验小学五（1）班曹雨瞳家正展开一场别开
生面的交通法知识竞赛。爸爸和女儿为选手，专门处
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法官妈妈当评委。妈妈一读
完问题，曹雨瞳就立刻从座位上“弹起”，进行抢答：

“带好随身物品！”“不对！是要观察后方是否有来车
或行人。”爸爸立即否定，并说出了自己的答案。看着
爸爸得分，曹雨瞳心里有些不服气，准备在下一道题
中追平比分……每次公布完正确答案，妈妈都会结合
工作中遇到的真实案例进行一番讲解，让曹雨瞳在学
习交通安全法规的同时，懂得遵法、养成良好习惯的
重要性。现在，曹雨瞳不仅自己更加积极地参与校园

学法活动，还号召同学们一起学法、守
法、用法。

家庭学法家庭学法
““花样花样””多多

本报记者 朱 雯 周 琳 通讯员 吕明婕 夏永强 许 魏

“泥巴”开口讲故事
本报记者 朱 雯 通讯员 胡 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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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六合区
冶 山 中 心 小 学 的

“冶娃黏土定格动
画社团”有一群画

农民画的小画家，他们不仅用黏土捏出
了农民画，还让这些黏土开口讲故事，制
作《我的奶奶是党员》《口罩危机》等一部
部黏土动画片，传播党史知识，讲述抗疫
故事。

在五（4）班吴印轩手中，黏土一下子
就变成了一个穿着红色上衣、蓝印花布
裤子，扎着两个小辫的“农家娃”。作为

“冶娃黏土定格动画社团”的一员，吴印
轩特别自豪，因为在学校诸多社团里，他
们社团的门槛最高，“我们成员几乎都是
农民画高手。”一年级就开始学农民画的

吴印轩学起黏土制作来驾轻就熟，先在
木板上画出农民画，然后选取需要的黏
土揉搓捏，一点一点粘在画好的农民画
上，借助小刀、笔、尺子等工具进行细节
的调整，这样一幅平面的黏土画就做好
了。“平面的黏土画只是草稿，要让黏土
动起来，还要根据草稿捏出立体的人物
和场景。”吴印轩一边展示他们的黏土动
画片《口罩危机》一边告诉记者，“将这
些黏土人偶变成动画片还要经过拍
摄、配音、剪辑等步骤，技术含量可高
呢！”

虽然每部黏土动画时长只有3分钟，
但里面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动作都浸透
着孩子们的心血。定格动画需要逐帧拍
摄，角色动作要连贯。架好摄影机，有的

同学负责摆放人偶，有的同学负责布置
场景，还有的同学负责人偶的动作调
整。一个简单的人物动作要分解成几十
帧，每拍完一帧，都要调整人物位置、动
作，甚至道具，过程很繁琐。五（3）班彭
习博在社团学了一年，已经熟练掌握了
视频拍摄技巧，“后期还要在拍摄的几千
张照片中进行筛选，最后才能合成一部
动画。”虽然过程复杂，但成员们都特别
有成就感。“不仅提高了动手能力，还学
会了团结合作。”五（4）班刘子诚正是看
到了疫情期间不法分子高价售卖口罩的
新闻，才有了创作《口罩危机》的灵感，

“能将农民画制作成动画片，让更多的人
看到，并从中学到疫情防控知识，我觉得
很有成就感！”

所有家乡美食中，无锡市新吴区泰伯实验
小学四（2）班杜雨鑫最爱那香气四溢的麦饼。
圆圆的小馅饼，烤至两面金黄外表出现圈圈“涟
漪”，菜籽油特有的醇香搭配酥脆的面饼，咬上
一口让人唇齿留香……

这学期，杜雨鑫加入了学校舌尖上的非遗
社团，学习过程中，他了解到美味的麦饼背后
还藏着一段悠久的历史。相传三千多年前，周
太王长子泰伯“三让天下”，去江南途中带了
一种圆饼，到达江南后，泰伯将圆饼赠与当地
百姓，大家吃后赞不绝口，将这圆饼称为“吴
苏麦饼”。百姓为表达对泰伯的敬仰，开始学
习制作麦饼，并只用椒盐、猪油、白糖芝麻三
种馅料，寓意泰伯“三让天下”的事迹。“直到
现在，每年中秋我们都会吃麦饼。咱鸿山推酥
麦饼还被称为苏式月饼的‘始祖’呢。”家乡美
食悠久的历史让杜雨鑫骄傲极了。为了成为
家乡美食的合格传承人，四（2）班朱雨瑶还和
社团小伙伴们走进田间，观察小麦的生长过
程，了解面粉、询问菜油的制作过程，感受农
民伯伯的辛苦。在一次次走访中，朱雨瑶不仅
感受到粮食来之不易，还领略到吴文化的魅力。

带着传承家乡文化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同学们跟随校外辅导员三妹奶奶学习制作技艺
时也更加认真了。你瞧，平日里“十指不沾阳春
水”的杜雨鑫正有模有样地在面粉中加适量清
水，慢慢揉搓，可任凭他怎么揉，都揉不出三
妹奶奶手中那样光滑饱满的面团。请教三妹
奶奶后他明白，揉面时不能贪多、贪快，要手
腕发力，顺着面团的方向慢慢揉搓。他还在学
习制作麦饼时了解到，从前受条件限制，面粉
较为粗糙且馅料大多做糖馅，只有过节才能吃
上一口，现在精选原料，随时都可以品尝这份
美味，“怪不得说幸福生活可以‘尝’出来呢。”
很快一个小小的麦饼就做好了。看着烤炉中
扁扁的面饼慢慢“长大”，同学们心中满是成
就感，活动结束后他们还将自己亲手制作的麦
饼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