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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头条

小明哭着回家，生气地对
妈妈说：“都怪你，整天让我背
成语！”

妈妈不解：“怎么了？”
小明说：“我和同桌吵架，

老师罚我们把骂对方的话写
50 遍。我写了 50 遍‘心如蛇
蝎、东施效颦、庸脂俗粉’，而我
同桌只要写50个‘呸’。”

姑姑和侄女守在电脑旁边
看《海绵宝宝》，可画面突然卡
住了。

侄女转过头问姑姑：“为什
么看不了了？”姑姑说：“看的人
太多了吧。”

只见侄女小嘴一撇，说道：
“姑姑，你出去吧，我一个人看
就不卡了。”

上高中的小刚看起来比较
显老。

有一次生病在医院输液，
为了不浪费时间，他拿出物理
习题集，一边输液一边做题。
旁边的大叔对他说：“小师傅，
你这么刻苦，是备战考研吗？”

小刚听了很不高兴，指了
指习题集，说：“没看出这是高
中物理吗？”

大叔愣了一下，说：“失敬
失敬，大兄弟，真没看出来你是
高中老师呀！”

因为工作单位离自己父母
家很近，姑姑中午便回娘家吃
饭，晚上懒得回去自己做，就又
来了。

6 岁的侄子一见她，开口
就问：“姑姑，你怎么又来了？”

可再一看，姑姑手里拎着
披萨，小侄子乐了，立即改口：

“姑姑，你怎么才来啊？”

一大早，妈妈应儿子要求，
带儿子去肯德基。

收银员告诉儿子说，他是
当天第一个点薯条的客人。

儿子拿到炸薯条，取出一
根后没有马上放进嘴里，而是
向妈妈显摆：“妈妈，这肯定算
是‘今日头条’了吧！”

多少字
一天，8岁的哥哥问5岁的

弟弟：“你知道《新华字典》一共
有多少字吗？”

弟弟扳着手指头,一个一
个地数：“‘新’，‘华’，‘字’，

‘典’，不就4个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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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牵手 “益”起走 本报记者 周 琳 通讯员 郭彦如

“外面好冷啊,妈妈,快点开空调!”我一边
嘟嚷着,一边敲打着键盘。可谁知,妈妈“啪”
地一下把电脑关掉了，她对我说：“电脑不
要玩太久,空调只开一个小时就要关掉
……”

“为什么呀？”我委屈地问。“因为要
低碳!”唉，我真的无语了。吃过晚饭
后，爸爸提议说：“咱们开车出去兜兜
风。”“好呀，好呀！”我应和道。“我看
就别开车了,还是走路好，低碳又健
康！”听了妈妈的建议，我和爸爸只
好垂头丧气地跟着她用腿“兜风”。

回到家,我跳到床上，习惯性地
把空调打开，便呼呼大睡了。夜里,
我隐约感觉有人推开了我房间的
门。我被惊醒了,开灯一看纸上写着
这样几行字：“孩子，对不起！为了低
碳，我把它关了。”落款是“妈妈”。

妈妈的“低碳生活”,引起了我的兴
趣。在网上浏览相关新闻,很多现象让
人触目惊心，就比如说由于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增加，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南北两
极的冰川在持续融化……我终于明白
了妈妈的良苦用心。现在,我们全家
已经成了“低碳三人组”——睡觉
不开空调，不使用一次性筷子
等，尽可能地步行或骑行……
在妈妈的建议下，爸爸还打
算把家里开了好几年的
油车换成环保绿色的
新能源车。低碳绿
色已经成为我们
家 的 流 行 时
尚！

丰县实验小学五（13）班 刘怡彤
指导老师 渠梅芝

每次拿到零花钱，盐城市解放路小学五
（10）班孙瑞都会放进存钱罐，当作自己的爱
心行动基金。最近，他拿出攒下的100元钱，
托奶奶转交给顺顺哥哥，“我想给顺顺哥哥
的午餐加‘鸡腿’，他太瘦了。”孙瑞口中的顺
顺哥哥是孙瑞奶奶结对帮扶的一名孤儿，就
读于盐城中学高一年级。

从幼儿园开始，孙瑞就在奶奶的带领下
参加盐城“爱心之家”公益活动服务中心组

织的各类活动。刚开始，孙瑞只是觉得参与
公益活动可以和不同年龄的人一起玩、交朋
友，很有趣。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体会
到做公益的意义：“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我
也能在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元旦假期，孙瑞和奶奶把顺顺哥哥接回
家，孙瑞将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读书、溜
冰、参观新四军纪念馆……奶奶烧了孙瑞最
喜欢吃的虾，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独自享用，

而是一个劲地往小哥哥碗里夹。短短三天
假期，两个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孙瑞发
现，一有时间顺顺就会看书、学习，从不用别
人监督和催促，“我想用读书改变命运！”顺
顺哥哥坚定的话语触动了孙瑞的心灵。“顺
顺哥哥先后失去了父母和奶奶，面对生活的
打击，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用自己的行动
与命运抗争！”在顺顺哥哥的影响下，孙瑞学
习的主动性更强了。

越多参加公益活动，孙瑞越感受到一个
人力量是有限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公益
圈”，他在班上分享了自己参与公益活动的
经历与收获，并向小伙伴们发起公益号召。
在他的动员与影响下，班上已经有三十多名
同学参与到各类公益活动中，“新学期里，我
要把班上的志愿者队伍组织好，为更多人送
去温暖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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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早晨，泰州
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罗塘校区数学教师尹丽卉一做完早
饭，便来到附近的公交站台，等着接 16岁

的小美（化名）到家里过周末。邻居都以为小美
是她的四女儿，殊不知这是她资助的第六个孩子。今年五十多岁的尹

丽卉自己有三个女儿，虽然家庭负担并不轻，但38年来，她先后默默资助了
六名贫困生。前不久，她被评为泰州市十佳“教师妈妈”。

1996年，尹丽卉在芦庄中学任教时，班上转来一名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孩小军（化名），瘦小，
沉默。正当尹丽卉准备上门家访了解情况时，这孩子一连几天没来上学。她赶到小军家中，才知道

小军前不久跟着改嫁的妈妈来到这里，亲生父亲早已去世，如今，妈妈和继父又意外亡故……看到尹丽
卉，小军流下了绝望的泪水：“老师，这里没有我的亲人了，我该怎么办？”看着泪流满面的孩子，尹丽卉抱着
他说：“别怕，你住到我家去吧！”当时，尹丽卉的大女儿才三岁，家里人多不够住，她便把杂物清理掉，收拾出一
个小空间，为小军添置了小床、新衣和文具。从那以后，她白天带着小军上下班，晚上督促功课，从衣食住行到
情感沟通，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小军。一年多后，小军远在湖北的叔叔找上门将他接回。分别时，小军扑进尹丽卉
怀里嚎啕大哭。

从那以后，碰到类似小军这样特殊家庭的孩子，尹丽卉总会多一分关注。这其中，有跟着失去劳动能力的
父亲相依为命的两兄弟，有和妈妈一起来泰州打工的贫困家庭女孩，还有来自残疾家庭的学生陈梅（化

名）。提起尹妈妈，三十多岁的陈梅至今难以忘怀。陈梅的母亲是
一名残疾人，父亲忙于生计。19年前，她被分到了尹丽卉班
上，每当放学时，看到其他家长来接同学回家，陈梅都觉
得无所适从，尹丽卉见状，便主动将她接回自己家生
活了一年多。辅导功课，买学习用品，用自己边放
羊边上学的故事鼓励她……在尹丽卉的关爱下，
陈梅的成绩提升很快，顺利考取了大学。如今，
在大城市工作的陈梅每次回泰州都会来看望
她的“尹妈妈”，平时生活和工作中有什么事

也会和“尹妈妈”分享，“她是我永远的
‘尹妈妈’。”

除了帮助自己的学

生，尹丽卉还建立了三
个家庭教育分享交流群，不仅经

常分享教育理念、方法，还利用休息时间到农村开讲座，与农村家长、孩子面对
面交流。在一次交流中，她遇到了小美，这个怯生生的小女孩从未见过亲生母

亲，快70岁的父亲前几年患了癌症。得知小美的家境，尹丽卉又主动承担起照料她
的责任。每周小美都会来尹妈妈家过周末，等着小美的还有尹丽卉的双胞胎女儿。等

小美姐姐进了家门，三个小姐妹有说有笑地吃早饭、学习。尹丽卉则将小美带来的衣服洗
净、叠好。尹丽卉是小美生活上的慈母，也是学习上的严师。她将小美每一次考试的成绩记
录下来，就着试卷分析错题，总结得失，加以指点。如今，小美已经考上了重点中学。

三十多年来，尹丽卉从没有停下爱的脚步。2022年11月，她带领38人的“爱心妈妈”团
队加入到姜堰区先锋公益促进会，正式成立“先锋公益爱心妈妈启航团”，在这里，她不仅

经常为贫困儿童捐款捐物，还再一次结对帮扶了一
名被失独家庭收养的贫困女童，“能帮一点是
一点，只要我还有能力，就会将这份爱心一
直延续下去。”

本报记者 李 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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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辅导导站站里里的的““多多面面手手
””

一提起年轻的副校长邱璐，盱眙县淮河中
心小学的同学们便一脸崇拜，“邱老师不仅教我们

跳舞，还教我们打乒乓球、制作科技模型呢。”淮河中
心小学是一所乡村小学，学生中有很多留守儿童和困

难家庭子女。5年前，学校决定成立校外教育辅导站，组
织这些孩子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兴趣活动，年轻党员副

校长邱璐主动承担了辅导站的工作。
邱璐为孩子们开出了一张丰富的才艺菜单，制订了详细

的教学计划。“成立舞蹈、乒乓球、经典诵读社团，可是谁来上
课呢？”乡村小学教师缺乏，乡村孩子才艺素质弱、基础差，同事

们都为邱璐捏了一把汗，但邱老师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
“我来上！谁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呀！”邱璐自己先自费到外面的舞
蹈班、乒乓球班报名，参加培训；下班后、休息日，也先到“兴趣班”
里学，学会了再到辅导站教孩子们。

兴趣班大受欢迎，吸引了许多留守孩子参加，
但邱璐总觉得还缺了点什么，父亲的一句话点醒
了她：“你可以请我们这些老同志给他们讲革命

故事嘛。”邱璐当时就想：教育孩子不能只注重学
业和兴趣，还应该帮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于是她又请有经验的老教师，制定辅导计划，列出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传承红色基因、立志立德等12个教育

主题，以讲故事的方式，帮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孩子们爱听故事、讲故事，六年级的小蕊同学说：“这些故事

生动有趣，听了这样的故事，让我们心中有标杆、学习有榜样。”
一些基础差的孩子也在邱老师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爱

好，变得自信起来。留守儿童小康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个
“笨小孩”，参加辅导站的“红色故事会”后，小康找回了自

信，成了邱老师的得力小助手，他兴奋地说：“原来我也
有长处，邱老师经常为我点赞，还说要帮我挖掘更多

闪光点呢！”

同学们，“热辣滚烫”这一热词，它能
“热”起来是因为一部不久前上映的由贾
玲主演的电影。也由于这部电影，“热辣
滚烫”也成为以积极心态迎接挑战、以坚
持努力追寻梦想的代名词。童年是人生
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何不给自己的童
年再多加把柴、撒点料，让它“热辣滚烫”
起来呢？在这里，送给大家三个锦囊。

第一个锦囊：全心全意对待每一件
事。早晨，朗朗书声从教室传来，同学们

全身心投入朗读，是那样精神抖擞；课上，
同学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是那样专心致

志；操场上，同学们奋力奔跑，挥洒汗水，是
那样活力四射……“热辣滚烫”的童年就藏在

我们的全心全意里，这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
度，也是一支描绘精彩童年的画笔。

第二个锦囊：脚踏实地实现每一个目标。
你们心中不仅要有大梦想，还需要有小目标。“热

辣滚烫”的童年就要多给自己定一些清晰的小目
标，并为这些小目标去坚持、去努力，实现一个小目

标再定下一个小目标。有目标、有计划地自我突破与
自我进步，才是同学们应有的模样。

第三个锦囊：鼓足勇气直面每一次困难。每个人的
生活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面临挑战与艰辛、委屈与

烦恼……这些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细心观察，在我们的周围，
有很多迎难而上的身影，有的同学难题不会解正在想办法突

破，投篮投不准花时间练，朋友有矛盾找机会化解……多想想“我
能行”，多夸夸“我最棒”，多一些主动出击、拼搏努力与咬牙坚持，你

就会发现勇气在脚下，精彩在路上。
同学们，新学期大家用这三个锦囊努力去成就自己，让你们的童年“热

辣滚烫”起来吧！

图为尹老师正在做
家庭教育讲座。

图为尹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图为尹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低碳生活看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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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

访故居 思总理
本报讯 3月3日，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

党员老师及少先队员代表走进周恩来故居，
开展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6周年暨学雷锋
志愿者服务活动。活动中，党员老师和队员
们在故居向周恩来铜像敬献鲜花，表达对周
总理的缅怀和思念之情。随后，队员们参观
了故居，打扫卫生，最后举行了“追寻先辈足
迹，争做新时代文明好少年”签名承诺活动。

（通讯员 王立均 刘 俊）

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学：

观史料 学雷锋
本报讯 3月1日，南通市海门区实验小

学师生参观了“学雷锋精神 做新时代好少
年”雷锋史料展。展览中展陈的报纸和书画
作品，向师生们展示了雷锋同志乐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精神。随后，学校各班级开展学雷
锋校外实践活动，“学雷锋”小分队兵分几路，
有的走进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有的来到社
区义务劳动，有的在街头当起“小交警”维持
交通秩序。 （通讯员 黄文成 顾秀武）

今天午休，老师带我们来
到学校初中部的广场，广场正
中间竖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

“竟成广场”以及李竟成的生平
介绍。李竟成是谁？带着疑问，

我们开始了研学寻访。
通过生平介绍，我们知道了李

竟成是民国时期的人物，他是我们镇
江丹徒大路乡小桥头人，青年时期加

入同盟会，参与过广州起义和光复镇江、
南京的战斗。老师说李竟成作为家乡先贤

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于是我们开始查
找关于他的故事和资料。在学校图书室
翻阅《丹徒县志》时，我们发现了一段关
于李竟成指挥攻打浦口时的描述，当时
他临阵督战，三日不食。被山炮震昏倒
地，部下将他背下阵地苏醒后，他又命令
部下将自己送回前线继续指挥作战。这
个故事让我感受到李竟成民主革命的决
心和意志。

怀着对李竟成的敬意，我们又跟随
老师来到位于圌山脚下的李竟成故居。

李竟成年幼时家庭并不富裕，还一度
辍学，但勤奋刻苦的他得到了名儒赵
蓉曾先生的资助，后来考入了南洋陆
师学堂，为民主革命奉献了一生。李
竟成勤奋好学、一心报国的精神令我
肃然起敬。

回到学校后，我迫不及待地向同
学们分享了这次活动的所见所闻，并
带他们来到“竟成广场”，给他们讲述
李竟成的故事。我还要将家乡这位民
主革命家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访“竟成广场” 学家乡先贤
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四（2）班 李新元 指导老师 李圣良

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黄振龙爷爷是我们的“老朋
友”。年逾70岁的他退休后加入扬中市老干部宣讲团，
全身心投入党史宣讲教育，街道社区、党团协会、中小学校
都留下了他宣讲的身影。当然，他也经常走进我们学校，给
我们讲党史和红色故事！

潘冬子的故事就是我在黄爷爷的课上听到的。还记得那
堂课上，黄爷爷给我们播放了《闪闪的红星》中的片段，小主人公
潘冬子沉着机智与敌斗争，最终消灭了恶霸地主胡汉三的情节
让我印象深刻。看着黄爷爷不那么熟练地操作电脑、播放PPT的
样子，我猜想这可能是他为了上好这堂党史课现学的。我感到黄
爷爷真是既认真又可爱。

有次上完课，老师组织我们采访了黄爷爷。当被问到为什么
退休了还要奔波在宣讲党史的路上时，黄爷爷说，小时候他从长
辈口中和学校课堂上了解到许多革命先烈的故事，令他肃然起
敬。后来，随着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渐加深，“爱党爱国”的信念
深深根植在他的心间。长大后，他参军入伍，从家乡赶赴千里
之外的海防边疆驻守。在部队服役期间，连续两年被评为“五
好战士”，多次获营连嘉奖。退休后，他觉得自己还能为党
和国家发挥余热，于是走上了宣讲党史的讲台。8年来，他
开展了110多场党史宣讲，手写宣讲稿60余篇。黄爷爷
告诉我们，他家中有许多党史书籍、党史材料，占据了
满满一面墙，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参观呢！

在我心中，黄爷爷也有一颗闪闪的“红
心”。

“闪闪红心”黄爷爷
扬中市江洲小学六（3）班 张效铭

“河”你一起一举夺“奎”
本报记者 张玫莹 通讯员 孙 倩

家庭消防疏散演练的号
召，正在和父母一起学习消防安

全知识，预演逃生线路。“逃生时不能盲
目开门，如果入户门把手很烫，说明门外火

势大，这时我们要用湿毛巾塞紧门缝，固守待援
……”周沫将自己在学校学到的消防安全知识一

一讲给父母听，还和父母一起排查了家中的安全隐
患，收纳好家中消毒用的酒精，检查插线板、充电器等

是否存在超负荷的情况。为了准确规划家庭消防逃生
路线，五（1）班陈满嘉和父母特意去物业查看了自家的
户型图和小区平面图，绘制了逃生线路图。“我家住在
顶楼，如果楼下着火，我们需要通过天台到其他单元进
行逃生。”她还拿出自己的压岁钱，购置了灭火器和防
烟面具。

除了关注家庭消防安全，句容市崇明小学
文昌校区的“容城小先生”们还在消防器材定期

检查日这天，跟随马扎里社区的网格员走进
时代逸居小区进行安全排查。在楼道

随访过程中，四（5）班张睿洋发现
还有个别住户将杂物

堆 放 在 楼 道
里，电瓶车随意停放、

“飞线”充电的现象也时入
眼帘。在网格员的带领下，张睿

洋敲开了存在安全隐患住户的家
门，向他们宣传消防安全知识，“过几

天，我还要和网格员阿姨一起再进行一次
回访。”了解到电瓶车使用的安全隐患后，四

（5）班周芯羽绘制了手抄报，“我们应该购买
正规厂家生产的电瓶车，并注意电瓶车充电安
全，不能将电瓶车推进电梯，或将电池拿回家
中充电。”在这次安全排查活动中，周芯羽将自
己的手抄报分发给居民进行宣传，还向网格
员阿姨建议在小区里设置专门的电瓶车充
电点，消除电瓶车充电隐患。

（记者 张玫莹 周 琳
通讯员 陆 路 韩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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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河是徐州市内淮河流域重要的跨省
界河流，也是解放路小学六（2）班司启元上
学路上必经的一条河。在司启元的印象里，
奎河是一条不起眼的污水河，但最近路过奎
河时，他发现河上的小桥翻新了，河两岸的

景观变秀美了，
河水也变清澈了，“奎河变漂
亮啦！”奎河的变化引发了司启
元的兴趣，他决定重新“认识”一下
奎河。

回家查找资料后司启元得
知，明万历十八年徐州发生了
一场大洪水，奎河就是为了治
洪而开凿的。后来，奎河因为
没有水体供给，成了“死水”河，
加上沿岸居民区、工业区排放的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奎河一度成
为淮河流域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流。
经过多年不懈治理，奎河的水质才逐渐恢
复。如今，除了防洪排涝外，奎河还是两岸

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司启元感叹：“奎
河对家乡徐州的贡献不言而喻，是

一条地地道道的‘家乡河’，
我们应该保护好它！”他觉
得有责任让更多徐州市
民了解保护奎河的重要
意义，于是就设计了《保
护奎河情况调查表》，在市
区范围内随机发放，“摸
底”市民对奎河的了解情
况。

在一个月的时间内，
司启元利用课余时间发

放 了 100 份 调 查 问
卷，整理数据

后他发现近六成的市民都不
了解奎河的历史。调查还显示，大家不关注
奎河是因为对它“污水河”“废水河”的印象
根深蒂固，虽然如今奎河旧貌换新颜，但仍
有市民将宠物粪便、垃圾等丢到河中，还有
市民在护栏上晒被子。访谈中，有热心的市
民建议在奎河沿岸加装摄像头，对不文明行
为进行曝光，但司启元认为应该从观
念上改变大家对奎河的刻板印
象，发自内心地热爱这条“家乡
河”并保护好它。

这不，司启元行动起来了：
他走进市广电“阳光小主播”栏
目，介绍自己的《“河”你一起一
举夺“奎”》研究项目，呼吁大家关
注奎河历史，保护奎河生态；在

“我为徐州旅游代言”活动中，宣

讲近年来奎河的治理成果，展示奎河沿岸亮
丽的风景；撰写奎河保护小提案提交有关部
门，建议在奎河沿岸步道及车道两侧打造集
休闲、风景、历史、文创于一体的奎河新景观
……“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越来越重视奎河
的生态保护，让我们的‘家乡

河’越来越美！”

句容市句容市““容城小先生容城小先生””
在网格员带领下学习消防在网格员带领下学习消防
安全知识安全知识，，排查消防隐患排查消防隐患。。

盐城市田家炳实盐城市田家炳实
验小学同学们在家中验小学同学们在家中
开展消防疏散演练开展消防疏散演练。。

本报讯 用湿毛巾捂住口
鼻，弯腰小步贴墙走……3月1日，泰兴

市襟江小学教育集团襟江分校与泰兴市消防大
队联合开展消防安全知识推广活动，同学们跟随消防员

开展消防疏散演练，还拿起灭火器“真枪实弹”地与火展开
“对决”。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是每学期的“必选课程”，今年春季学
期开学以来，全省各地学校陆续组织开展各类消防安全教育
活动，同学们在活动中认识消防、了解消防，提升消防安全
意识，并积极成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的“小先锋”，带动
身边的人防患于未“燃”。

“猫腰弓背，捂住口鼻！”盐城市田家炳实
验小学五（1）班周沫一声令下，爸爸妈妈迅

速行动起来，有序撤离“火灾现
场”。原来，这是周沫

响应学校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