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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准

管闲事

吃饭的时候，爸爸问儿子：
“今天老师都教你们什么新知
识了？”

儿子刚准备张嘴，却忽然
不理爸爸，抓起鸡腿就大吃起
来。妈妈在一旁提醒道：“爸爸
问你话呢。”

儿子一边吃一边说：“乌鸦
和狐狸的故事我懂，我要一开
口说话，盘子里的鸡腿就都被
你们吃光了。”

寒假回家的路上，儿子看
到爸妈发来的短信：“晚上想吃
点什么？我们提前准备。”

儿子想了一会儿，回复道：
“宫保鸡丁、龙井虾仁、东坡肘
子、西湖醋鱼、黄鳝煨鸡、蟹粉
狮子头…… ”

一分钟后，爸妈的回复来
了：“孩子，你还是别回来了！”

考试前，阿杰为求个好兆
头，早餐准备吃一根油条、两个
鸡蛋，寓意自己将要考100分。

吃下一根油条，敲开第一
个鸡蛋，是双黄的……吃下这
个蛋，阿杰思前想后，还是放下
了另一个鸡蛋。

成绩一公布，阿杰大叫：
“真准！”

众人一看：18分。

一天，一位叔叔在地铁站
看到一男孩正拼命地吃巧克
力。过了一会儿，叔叔跟男孩
说：“小朋友，巧克力吃多了对
身体可不好。”

男孩轻蔑地看了叔叔一
眼，说：“我太爷爷今年 103 岁
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叔叔好
奇地说：“为什么？难道是因为
喜欢吃巧克力？”男孩回答说：

“因为他从不管闲事。”

脖子长

不 宜

动物园里，蚂蚁问长颈鹿：
“脖子这么长感觉怎么样？”长
颈鹿回答说：“不好！”

蚂蚁又问：“为什么？”长颈
鹿沮丧地说：“经常自己摸不着
头脑！”

吃完饭，妈妈让儿子去写
作业，儿子说：“老师说了饭后
不宜看书写字。”

妈妈听了之后说：“那你去
洗碗。”

儿子又说：“老师也说了饭
后不宜做体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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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 28日，滨海县五汛镇中心小学组
织同学们参加了县禁毒大队和镇团委联合开展的禁
毒宣教活动。在禁毒教育主题公园，同学们既了解
了鸦片、可卡因等传统毒品的危害，又学习了如何辨
别被包装成“可乐”“跳跳糖”等的新型毒品。同学们
纷纷表示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争当禁毒“小宣传
员”。 （通讯员 沈益亮）

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

“气象日”里学气象
本报讯 3月 21日，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的少

先队员走进淮安区气象局开展研学活动。气象局工
作人员向队员们介绍了风、雨、雷、电等形成的原因，
以及面对恶劣天气如何自我保护等方面的知识。队
员们参观了卫星观测、识别云图、气象数据传输等工
作流程，领略了我国气象科技的飞速发展。队员们
还在参观中了解了雨量器、百叶箱等气象监测仪器
的工作原理和作用。 （通讯员 王立均 刘 欣）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

民警叔叔讲食品安全
本报讯 3月 23日，南通市海门区公安局食药

环侦大队的民警叔叔走进海门区实验小学，向同学
们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民警叔叔向同学们介绍了选
购食品时需要注意的事项，帮助同学们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养成健康的
饮食习惯。 （通讯员 黄文成 张志英）

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初级中学：

走进“侨之家”
本报讯 3月 25日，宝应县氾水镇中心初级中

学的同学们走进氾水镇“侨之家”社区文化馆。“侨之
家”负责人向同学们讲述了社区侨胞之家的故事，教
育大家将来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坚守爱国心。随后，
同学们参观了氾水镇规划馆，了解了家乡近年来的
发展成就，激发起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

（通讯员 赵亚平 张有军）

滨海县五汛镇中心小学：

远离毒品 珍爱生命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
特色和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强大动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党的二十大对“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重要部
署。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选择，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基本方略之一。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准确理解把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重大意义和重点任务，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对
于不断筑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绿
色根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由我国国情所决定。放
眼世界，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
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
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
矛盾日益显现。从我国基本国情来看，人口众
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力较弱，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依然艰巨。人口规模巨大和现代化的后发
性，决定了我国实现现代化将面临更强的资源环境

约束，必须摒弃西方国家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
胀、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老路，牢固树立和践行“两

山”理念，努力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
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民心所向。进入新时
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国成为
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地表水优
良水体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森林面积增长成
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实践充分证明，站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着力攻
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就能让中国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让人民群众共享自然之美、生
命之美、生活之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长期艰苦努力。新时
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
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
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
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
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抓住
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持续性、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咬定青山不放松，撸起袖
子加油干，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将
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作者系省委研究室原副主任）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鲜明特色——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前不久，
我们在辅导员
周老师的带领
下开展了“走
近社区先锋”
寻访活动，结

识了社区党员志愿者朱荷珍奶奶。
朱奶奶今年 67岁，是一位有着

30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后，她成
为梅村街道梅荆三社区的一名居民
组长，每年50多次参加社区志愿服
务，服务时长累计达 800 多个小
时。当得知社区“百草园”书屋需要
一名管理员时，朱奶奶自告奋勇地
承担起了管理书屋、整理书籍的工
作。节假日期间，朱奶奶还兼任社
区青少年活动室管理员一职，指导
和监督社区青少年看书、上网。交
流中我们了解到，朱奶奶致力于社
区青少年教育工作已经有十年了，
她经常组织社区青少年开展成语故
事交流分享活动。一场 40 多分钟

的活动，她常常提前一两个月就开
始备课，力求每次活动都能让同学
们玩得开心，学到知识。

平时在“百草园”书屋整理好图
书，打扫完卫生，朱奶奶就会静下心
来看看书，写写文章。朱奶奶告诉
我们，读书时要多动笔，记录书中的
好词好句，写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她向我们展示了她的读书笔记，看
着密密麻麻的笔记，我打心眼里佩
服朱奶奶一丝不苟的读书态度。朱
奶奶还和我们分享了科学整理图书
的方法，回家后我按照朱奶奶的方
法整理了我的书桌和小书柜，现在
找书的效率提高了不少。

朱奶奶虽然退休了，但她为人
民服务、为青少年服务的热情丝毫
没有减退。她甘愿将许多宝贵时间
奉献给“百草园”书屋，奉献给青少
年同学们，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护
航者”“引路人”，我们发自内心地想
对朱奶奶说声“谢谢”！

“百草园”访“园丁”奶奶
无锡市梅村实验小学五（10）中队 刘星彤

指导老师 周 尧

本报讯 “在前不久的‘思政课’上，我们跟随化学
老师研究了大运河扬州段的水质情况。扬州是大运河的原点
城市，大运河哺育了扬州城，我们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水
……”3月27日，在“保护环境 爱护家园”主题班会课上，扬州市文津
中学七（5）班陈雅歆分享了自己在思政课上领略运河美、研究运河
水、涵养运河情的收获。陈雅歆提到的这堂“特殊的思政课”，
就是本月文津中学举行的“‘运河思政’：跨学科协同育
人”教学展示活动。活动中，各班同学跟随至少三
门不同学科的任课老师，围绕扬州的运河文
化展开研学，收获了别样的思政课体
验。

“你知道‘大运河’用英语
怎么翻译吗？”“那当然要突
出大运河‘大且美丽’的特
点了！”在七（5）班《运河
美 运河水 运河情》“运
河思政”课上，同学们首先
跟随英语刘老师欣赏了“运
河十二景”的唯美景色，在领
略“载到扬州尽不还”的繁华美好
的同时，也认识到是运河水催生了扬
州的繁华，涵养了扬州的美好生态。于是，大
家决定对运河水质现状展开探究。在化学谈老师的带领
下，同学们对采集来的运河水进行检验，测定了水样的pH值、软硬度，并得出初步
结论：运河水质良好，符合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优良的水质成就了运河沿岸城市的美景和美食，在
政治吴老师的授课环节，他将课堂交还给同学们，让大家分享家乡因运河而兴的故事。“我的老家在邵伯古
镇，邵伯龙虾在江浙一带美名远扬！”王沐琳骄傲地说。牛嘉豪“不甘示弱”：“我的家乡位于高邮湖畔，这里
水面宽阔、环境优美，高邮湖大闸蟹、高邮双黄鸭蛋远近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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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文津中学的同学们在
“运河思政”课上跟随不同学科
的老师领略大运河文化。

穿上仙气飘飘的舞裙跳一段民族舞，戴上“礼拜帽”唱一
首回族民歌《花儿与少年》……在七（8）班《运河共润回汉情》“运

河思政”课上，地理、历史、语文、音乐老师齐上阵，带领同学们领略由大
运河串联起的回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深厚情谊。“运河畔不仅有古色古香的历

史老街东关街，还有富有民族宗教特色的普哈丁园。由此可见，扬州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课上，张研青从建筑、服装、饮食习惯等角度了解了扬州城里

回族和汉族人民的世代交融，体会到“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民族感情，她感叹：“这
堂思政课让我感到学科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加深了我对家乡文化的了解，让我更加热爱家

乡，也更为祖国缤纷多彩且包容的多民族文化感到骄傲！”
（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易卫东 吴志强 季 帅 练瑞芳）

这一两年来，“元宇宙”一词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其
实，“元宇宙”早在 1992 年就出现在科幻
小说《雪崩》中，在书中描绘的虚拟城市中，
高度发达的科技模糊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而

“元宇宙”本质上就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化、数字
化过程。前不久，我们跟随老师参观了昆山市举办
的“2023元宇宙产品展览会”，这次活动让我领略了

“元宇宙”的神奇。
展览会上，许多高科技产品让我们惊奇不已：摄影

机利用全息数字人分身建模技术，将同学们的脸部特征
“卡通化”，让大家过了把“换脸”瘾；在“马良桌”前，我们拿
起画笔为屏幕上的小动物上色，就好像为它们注入了“灵
魂”，片刻后，它们便仿佛“活”了起来，在屏幕上活蹦乱跳；
跟随语音提示一步一步操作，我们这些医学“小白”在虚拟
手术台前也能完成心肺复苏等虚拟手术，听老师说，这项技
术在未来将被运用于医科学生的培训，甚至远程医疗，造福
医疗欠发达地区；站在绿幕前，我们的虚拟影像被记录下来，
并通过实景三维重建技术投放至月球影像上，我们仿佛瞬
间登上了月球，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展览会上有趣的高科技产品让我们流连忘返。老师告
诉我们，“元宇宙”将是昆山未来发展的“新赛道”。未来几
年，昆山将大力发展“元宇宙”产业，推动“元宇宙”产业向
教育、医疗、城市建设等领域拓展。我为我的家乡感到
骄傲，我想正是勇于开拓、不断创新的精神，让昆山连
续多年位居全国百强县榜首。我现在就要努力学习
科学知识，长大后为家乡的科技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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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煮干丝、平桥豆腐羹、四喜蒸饺……每周四下午，
淮安市广州路小学的食堂里总会传来一阵阵诱人的香
气，厨艺社团的“小厨师”们正跟着大师傅学做淮扬菜
呢。

“同学们，大家知道淮扬菜为什么广受欢迎吗？”在
第一节厨艺课的开头，老师向大家提问。“因为味道好
呗！”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说得对，但也不全对。”
在老师的讲解中，四（2）班陈若汐了解到，淮扬菜之所以
闻名中外，且跻身四大菜系，不仅因为其味道鲜美、咸甜
适中、做工精细，还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淮扬菜的兴盛
离不开运河的繁荣，明清时期，淮安南北文化交流交汇，
促进了淮扬菜的创新发展。我们今天要学做的平桥豆
腐羹就是一道传统的淮扬名菜。”传说这道菜曾被乾隆
皇帝赞为“天下第一菜”，还在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时，
上过“开国第一宴”的宴席，二（7）班刘昱泽激动地戴上
厨师帽、系上小围裙，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番。

“豆腐先冷水放在锅里煮，水一开就要快速捞出，保

持鲜嫩，再慢慢切成菱形。”刘昱泽一边听老师讲解，一
边切豆腐，可刀到了手中仿佛不听使唤似的，怎么也切
不出好看的菱形。“切的时候要先给豆腐‘去老皮’，然后
先竖切再斜切。”陈若汐掌握了一个小窍门，开心地和大
家分享起来，“咱们淮扬菜最讲究刀工，一定要细致，别
粗心！”在她的帮助下，刘昱泽也渐渐熟练起来，不一会
儿，豆腐、火腿丁、笋丁、香菇丁依次切好后，同学们看着
老师先将锅中的鸡汤烧开，然后把食材一样一样放进
去，淋入水淀粉和鸡蛋液，不禁食指大动，“口水都要流
出来了！”盛好后，四（2）班高紫涵赶紧舀起一勺放进嘴
里，“又香又滑，真好吃，现在学会了，回家后我要做给爸
妈吃！”

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美食，同学们赞不绝口，“豆腐
看起来平淡无奇，做成美食可真不简单，每一道工序都
有讲究！”刘昱泽从小就爱吃家乡菜，“我要在社团里好
好学，长大以后当一名厨师，把家乡的美食分享给更多
人。”

小厨师掌勺“天下第一菜”
本报记者 朱 雯 通讯员 葛 健 王国平

“虽然迎来了兔年，但谁能拒绝一双精致可爱的虎头鞋呢？”前
不久，盐城市伍佑小学六（4）中队的同学们来到冶匠巷拜师学艺，
他们的“师父”就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吴桂珠奶奶。

别看虎头鞋很小，是婴幼儿的专属，可一针一线都大有讲究。
吴奶奶一边帮同学们穿针引线、指导他们从何入手，一边说：“喏，
缝的时候要留心，不要像蜈蚣一样弯弯曲曲，要平整均匀地缝合。
虎头鞋中的针脚也是有寓意的，例如虎须得缝五针，象征五谷丰
登、五福临门。”队员们“密密缝”时，吴奶奶也不时给予指导，“从制
作鞋底开始就有讲究，要根据小宝宝的年龄，来确定是纳底还是糊
底。”和蔼可亲的吴奶奶拿起“活计”来，便收敛笑容，严肃起来，剪
样、包边、铺底儿，每一道工序，吴奶奶认真地教，队员们安静地学；
遇到问题时，吴奶奶就会接过去，一边讲解，一边“补救”。

“吴奶奶从21岁开始做虎头鞋，已经坚持了50年，如今不光制
作虎头鞋，她还钻研马、龙、青蛙等式样的婴儿鞋和香囊。”朱敏敏
说，吴奶奶身上的工匠精神值得自己学习，“做一件事不光要坚持，
还要尽力做到最好！”

在吴奶奶家，队员们还发现了几双特殊的虎头鞋，虽然“年代
感”十足，但却是吴奶奶最心爱的宝贝。从吴奶奶的讲述中，队员
们才知道，吴奶奶的丈夫去世后，她就是靠着做虎头鞋的手艺，养
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撑起了这个家。而这几双鞋，就是吴奶奶的
孩子们当年穿的。“对家人的爱，让吴奶奶五十年来跟虎头鞋朝夕
相处。”在江牧然眼中，吴奶奶是一位默默耕耘的“守”艺人，在工业
技术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她坚信创新和匠心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所以一直在用心守护、传承这门古老的技艺。

“下次来，我想跟您学习做栩栩如生的兔儿鞋！”朱敏敏一边跟
吴奶奶告别，一边将自己传承、创新的心愿说了出来，吴奶奶一边
连连点头，一边竖起大拇指说：“我们一起学、一起做！”

跟“守”艺人学做虎头鞋

本报记者 邓 园 通讯员 杭文林 江大伟

同学们，一个人之所以能感到快乐，不是因为他没
有烦恼，而是因为他善于化解烦恼。今天，我们就来聊
聊获得快乐的秘诀。

其实，无论是快乐还是烦恼，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
分，我们要接纳各种情绪，并乐观地去面对，勇敢地克服
困难，人生之路才会越来越顺。

面对达不到的目标，要学会自我安慰。有的事情我
们暂时没法解决，就告诉自己：没关系，调整目标、降低
期待，一步步慢慢来。先从能够达到的目标入手，积极
行动起来，不断地给自己鼓励，增强自信心，激发行动
力。

每天早上，有意识地问自己一句：今天又是美好的
一天，会有什么惊喜等着我呢？晚上睡前，听一首歌，回
顾一下今天发生的所有“小确幸”，感谢那些带给你快乐
的人。这些小小的举动，往往能改变你看待世界的方
式，帮你发现并在心中积攒更多美好。

如果遇到让自己心情低落的事，我们要积极地和家

长、老师或朋友交流，倾诉一番，心情也许会好起来。有
时候你对问题的看法可能会陷入自我认知的死胡同，经
过他人的开导，你会改变认知，豁然开朗，将消极情绪一
扫而空。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对你笑；你对它
哭，它也对你哭。快乐这件事，其实是一种自我感受，如
果你觉得自己是快乐的，那么你表现出来的状态就会是
快乐的，反则亦然。所以，同学们要怀着一颗乐观的心，
笑着面对生活，生活一定会回馈给你更多的快乐。

笑着面对生活
江苏省扬州市育才小学

周岳梅

春天，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美丽的花
朵很养眼，可是花粉对“过敏星人”来说，却
是“美丽的烦恼”。那么，儿童春季过敏怎么
办呢？

儿童过敏的康复应遵循三分治、七分养
的原则。在症状发作期，及时使用药物控
制，以免耽误病情甚至导致病情加重。针对
有些过敏性疾病尤其是湿疹，医生会开一些
激素类药膏，对此家长们往往畏之如虎，其
实大可不必，此类药物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
应用，并不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及皮肤产生
严重的影响，可放心遵医嘱使用，能帮助孩
子早日康复。当出现轻中度的皮肤过敏症

状时，患儿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抗组胺
类药物，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同时可使
用葡萄糖酸钙和维生素C等降低血管通透
性，服用抗过敏益生菌帮助肠道改善过敏症状等。

以上说的是治疗，那么，在生活中还需

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要保持家中环境空气干净，勤开

窗通风，勤晒被子衣服，减少螨虫滋生；家中
尽量减少毛绒玩具，已有的毛绒玩具，需定
期清洗曝晒，尽量不养带毛宠物。

其次，尽量少带孩子外出，尤其是近距
离接触花朵，家中也尽可能避免摆放容易产
生花粉的植物。

另外，早睡早起，规律作息，合理饮食，
多吃蔬菜水果，尽量避免刺激性食物。增加
运动量，增强抵抗力。

还有些儿童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并发症，
比如呼吸困难等等，因此对于过敏性体质的
孩子来说，平时一定要注意远离一些过敏源
的环境，并且做好提高身体抵抗力的工作。
当出现过严重敏症状时须及时就医。

（作者单位：江苏省妇幼保健院儿童保
健科）

春季过敏
须“治”“养”结合

章素芬

春天到了，昆山市城北小学校园里的
“开心农场”又变得青葱翠绿。与往年一样，
科技老师谈琴芳带着孩子们在园子里种下
果蔬和庄稼，开始新一轮的探究、劳作和收
获。

作为农场“总管”，谈老师特别珍视这
“一亩三分地”，除了在教室上课，她的大部
分时间都耗在了开心农场（如图），“作为科
技创新特色学校，我们学校的亮点就在这
儿。”

听听城北小学多年来科技特色活动取
得的一个个成果，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成果
咋这么“接地气”？“夹竹桃提取液杀虫效果
研究”“种薄荷诱灭苍蝇”“鱼池里的绿色蔬
菜”“绿色杀虫液”……仅看名称一股泥土气

息就扑面而来，谈老师笑着说：“同学们正是
从这块土地里、在劳动实践中，收获了灵感、
能力和快乐。”

上谈老师的科技课，是体力和脑力的结
合。前半段她还领着同学们在地里“锄禾日
当午”，后半段大家就坐进教室里展开“头脑
风暴”了。谈老师鼓励同学们在劳动过程中
多思考多提问题，孩子们也从不令她失望，
总能提出许多五花八门、天马行空的问题。
谈老师会把这些问题进行一次“海选”，选出
有价值的作为选题，引导同学深入研究。例
如有同学发现大家的播种密度有差异，谈老
师就组织同学们分组进行对比实验，从而弄
清楚植物生长与播种密度间的关联。谈老
师说：“每年在各级科创竞赛中的获奖作品
都是这么获得的，我们在开心农场收获的不
仅是果蔬，更有同学们的‘金点子’。”

“金点子”有了，谈老师就和同学们一起
投入到专题研究中。搞科研听起来“高大
上”，实际操作却是“脏臭累”的。那次他们

开展“利用沼气池中沼液杀虫”的研
究，炎炎夏日她领着同学

从农场的沼气

池中掏出臭气熏天的沼液，针对不同种类的
害虫做了数十次的对比试验，其中的辛苦难
以言表。一位同学回忆说，谈老师特招蚊
子，几乎每天都会被叮得满身包。

二十多年前，谈琴芳刚从学校毕业来到
城北小学时，还是个看到虫子就害怕的小女
生，她的师父金校长带她在开心农场开展的
第一个活动就是杀虫实验，当年的情景谈老
师至今记忆犹新，“真的是快撑不住了，从树
干里面把那些软乎乎的虫子拽出来——
亲手抓虫，我觉得很可怕，可同学们倒是
玩得兴高采烈。既然他们那么开心，作
为老师，我当然也要坚持下去。”后来
金校长将这片开心农场
交到了谈老师手中，

“师父对我说，城
北小学的特色不
能丢，你怎么也
得挺下来。”

如 今 在
农场里打理
各种脏活累
活、带着同
学 们 捉 虫

子，都成了谈琴芳的日常，她也乐在其中，
“看到同学们能从这里获得这么多知识和快
乐，我觉得很值得。我也在他们的陪伴下，
收获了宝贵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