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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亚杰
近年来，郾城区实验中学以

“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需要”为出
发点，以《合格实验中学学生标
准》为依据，建立了具有本校特
点的教育和管理模式，并取得了
突出的成绩。

有纲可依
建立健全工作体系

郾城区实验中学依据“德育
大纲”、《中学生守则》、《中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和本校实际，经
过认真的研究和反复修改，出台
了 《合格郾城实验中学学生标
准》，使日常教育工作有纲可依。

学校把每学期初的第一个月
定为“学标准”强化月。在这一

个月的时间内，对全校学生进行
标准条文背诵大抽查、学生违规
言行举止大举报，另外学校还结
合一些活动的开展来丰富和强化
活动月的内容，如主题举行升国
旗五分钟演讲比赛，学校要求班
主任利用班会时间领学和讨论标
准内容、分年级举行学标准见行
动演讲比赛等。

建立监督检查制约机制，使
教育教学工作落到实处。学校加
大对优秀学生干部的表彰和宣传
力度，每学期都会根据学生的反
馈，从学生会和全校各班的学生
干部中评选出校级优秀学生干部
进行大力表彰和宣传，并从中选
拔出更优秀的学生干部推荐为省
市区级的优秀学生干部。

学校先后培养出王琪等获得

“漯河市优秀学生干部”的36名
学生，彭亮等获得了“郾城区优
秀学生干部”的 58 名学生，还
有一位获得“河南省优秀学生干
部”的于航，这些学生真正实现
了学校以点带面的教育目的。

“双自教育”
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双自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是郾城区实验中学坚
持的一项管理工作，它是发挥学
生主体作用、调动学生自主发展
积极性的重要途径，是培养学生
自尊、自信、自理、自强、自律
的最佳手段。

每一届新生入校，郾城区实
验中学的教师都会向学生传授

“双自”教育的方法，要求学生遵
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
情绪自己控制，自己的心态自己
调整，自己的前途自己规划”的

“四自”原则，以及“被褥自己
叠，衣服自己洗，衣袜烂了自己
缝，饭菜自己排队买，餐具自己
洗”的“五自”要求。

班级是落实学校教育任务的
主阵地，各班班主任结合《学校
年度德育工作方案》和班级学生
实际制订出新学期班级工作计
划，做到月月有重点，周周有
主题，年度有总结。学校开设
有心理健康课和“连心桥”心
理咨询中心，定期邀请学校聘
任的法治副校长和司法局及特
殊教育学校的领导教官和学员
到校为学生做专题报告，让学

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树
立法治观念。

郾城区实验中学不断完善升
国旗及国旗下五分钟讲演制度；
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如举
行 《祖国在我心中》《我身边的
雷锋》等演讲比赛，举办歌颂党
和祖国的歌咏比赛、诗歌朗诵
会、体育艺术周等活动，受到了
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几年来，在郾城区实验中学
师生的辛勤努力下，学校先后被
评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先进单位”“河南省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研究实验先进学校”

“河南省首批法优秀治文化建设
示范点”“漯河市德育工作先进
单位”“漯河市依法治校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郾城区实验中学精神文明建设之德育工作纪实

双自教育 为文明校园添光彩

本报讯 （记者 吴艳敏） 暑
假来临之际，为帮助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顺利返乡，今年漯河
医 专 共 投 入 近 3 万 元 ， 按 地
域、分层次对该校 339 名家庭
经济特别困难学生发放暑假路
费补贴。

6 月 29 日，漯河医专护理系
的杨悦敏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
回家的列车，而几天前，她还
在为回家的路费发愁。正是学
校及时发放的困难补助，帮她
解决了回家的难题。漯河医专
药学系王雯慧是一名建档立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也是本次
受到资助的学生之一，谈起回
家路费问题，王雯慧感慨道：

“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还有一
位同样上大学的哥哥要供，所

以一到临近放假我就想先打工
挣点钱再回去，能给家里省点
就省点。”所以，学校的路费资
助让她非常感动。

漯河医专一直以来都很重
视各项资助工作。“阳光之路”
资助计划是学校“6+1”纾困育
人行动中一项，现已持续 6 年，
每年寒假和暑假平均有 300 名左
右的学子受益。据了解，“6+1”
纾困育人行动旨在通过入学送岗
位 、 节 日 送 关 怀 、 放 假 送 路
费 、 家 访 送 关 爱 、 寒 冬 送 温
暖、生日送祝福和关注学生心理
健康，着力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
强、诚实守信、知恩感恩、勇
于担当的良好品质，促进家庭
经济困难学子全面发展、成长
成才。

助困难学生顺利返乡
漯河医专

7月1日上午，召陵一中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走上街道清理
卫生，为建党97周年献礼。 付文涛 摄

6月29日，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举行了以“唱响时代主旋律，
童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童心向党红歌比赛。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6
月30日，源汇区许慎小学来到
问十乡开展城乡教师“2+1”
结对帮扶活动。

帮扶老师一行先来到问十
乡中贫困学生的家中，给他们
送上油、衣物、食品以及精美
的儿童读物和崭新的书包；同
家长及孩子谈心交流，了解

学生本学期的学习及考试情
况 和 学 生 家 庭 近 段 生 活 情
况，询问学生暑假计划、学
习时间的安排，叮嘱他们在
假期里劳逸结合，做好下学
期预习；鼓励他们对未来生活
要充满信心，自强不息，自尊
自爱，努力学习，以乐观的心
态面对生活。

近日，在第四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大赛河南总决赛中，郾城高
中的两名学生以扎实的播音主持功底、良好的舞台形象展示，获得
河南总决赛银奖，并将代表河南赛区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记者 刘亚杰 摄

6 月 28 日，源汇区柳江路
小学走进空冢郭中心小学开展
了主题为“迎‘七一’，不忘
初心扶贫帮困”活动。

负责帮扶学生的老师们共
同 走 入 学 生 家 中 进 行 慰 问 ，
并 为 孩 子 们 送 去 书 籍 、 跳

绳 、 文 具 、 米 面 等 慰 问 品 ，
并向他们讲解学生资助政策
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并为
学生家庭送达 《2017~2018 学
年城乡教师与贫困学生“2+
1”帮扶情况统计表》，方便学
生与老师沟通。 赵甜延

“七一”前夕，郾城区教体局组织党员开展了党规党纪知识测
试、学习全国优秀党员先进事迹、重温入党誓词、党员先锋林志愿
养护等系列活动，庆祝党的97周年华诞。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7月1日，漯河五中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并参观了漯河市党
建主题摄影大赛“党辉闪耀沙澧”作品展。 本报记者 李文姣 摄

近日，市直幼儿园大班开展了“感恩师幼情——告别老师、告别
伙伴”、“勇敢者之夜”集体留宿、“毕业典礼”三个主题的毕业季活
动。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摄

春风拂柳梨花盛，清风
卷 我 故 人 愁 。 回 望 记 忆 宝
库，繁花似锦，灿烂夺目，
素手拾起，记忆中的那颗珍
珠，好似故人来。

一个平凡的清晨，却让
我遇见了不平凡的你。同往
常一样，我端坐课桌前写作
业 ， 教 室 里 鸦 雀 无 声 。 忽
然，老师走进教室说：“同学
们，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
……” 只 见 你 携 着 点 点 阳
光，面带笑靥，灿如碎金，
引起我对你的注意。如此这
般平凡的遇见，却开启了我
们不平凡的同窗之旅。

几 个 月 后 ， 天 刚 蒙 蒙
亮，安静的教室突然传来一
阵阵吵闹声。“我要参选！”

“我要报名！”同学们一个个
争先恐后的报名参加学校一
年一度的运动会，你也在这
行列之中，只剩我一人坐在
桌前，闷闷不乐。突然见你

那调皮的身影蹿过来，想拉
我一起去报名，可我却摇摇
头，心想还是算了吧。那时
的 我 ， 只 想 把 自 己 关 进 心
房，对谁都不打开。无论你
如何劝我，我却无法鼓起勇
气。你似乎看出了什么，也不
再劝我。中午吃过饭，你带我
到操场上进行 400 米跑步测
试，我还未搞清楚原委，便踏
上了跑道。我仅用一分钟便拿
下了全程，开心地欢呼雀跃。

你拉着我的手走回起点，如
同长者般告诉我：“人生如跑
道般漫长，自信是一个人最基
本的修养。不要总是在其中
几处徘徊，要把握机会，拥有
自信，展示自我。你为何不去
放手一搏呢？”阳光依在时光
的门楣。你的鼓励让我战胜
了自己的懦弱，同时，你也
如精灵般拂去了我心门上的
一层灰尘，阳光装满了我整
个心房。

如今的我们，早已各奔
东西，开启了自己的精彩人
生。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
我 也 看 懂 了 很 多 。 人 生 在
世，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
而那些对你好的人，便是你
一生的恩人，你就是我人生
中最耀眼的那颗珍珠。捡拾
记忆中的那颗珍珠，在青春
里呈现出素色的光芒。

我，遇你三年，忆你一
生。

“2＋1”帮扶活动 他们在路上

许慎小学

柳江路小学

捡拾记忆中的珍珠
■漯河五高初中部七（12）班 刘一

■漯河二高 杜思如
故事中，这只小板凳的主

人公叫爱同学。
爱同学小的时候上手工

课，老师要求他们做一只小木
凳。下课铃响了，同学们争先
恐后拿出自己的作品。爱同学
却急得满头大汗，迟迟没有拿
出自己的作品。女教师宽厚地
望着这个数学、几何方面非常
出色的男孩，安慰他明天一定
能交上一件优秀的作品。

第二天，爱同学交给女教
师的是一个很粗糙的小板凳，
一条凳腿还钉偏了。女教师十
分不满地说：“你们有谁见过
这么糟糕的凳子？”同学们纷
纷摇头。老师又看了爱同学一
眼，生气地说：“我想，世界
上不会再有比这更糟糕的凳子
了。”教室里一阵哄笑。

爱同学脸红红的，走到女
教师面前，肯定地对她说：

“有，老师，还有比这更坏的
凳子。”教室里一下子静下
来，大家都望着爱同学。他走
回自己的座位，从书桌下拿出
两个更为粗糙的小板凳，说：

“这是我第一次和第二次制作
的，刚才交给老师的是第三个
木板凳。虽然它并不能使人满
意，可是比起前两个总要强一
些。”

教 室 里 突 然 变 得 很 安
静，女教师向爱同学亲切地点
着头，同学们也向他投去敬佩
的目光。

爱同学接着说，你手上那
个已经是我做得最好的板凳
了，我在进步呢。看看，一、
二、三……我做的板凳每只都
有进步。

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
而我今天要说的小板凳，也

与进步有关。
记不清楚具体从什么时间

开始了，家里马桶前放了一只
小板凳。小板凳毫不起眼，刷
的黄漆，钉的凳面，漆面斑
驳，还缺了几块，三合板的凳
面有个角还有点儿上翘，早已
退居二线，不坐人了，但是，
用来放书绰绰有余。

孩子小的时候，最初看书
还需要大人领读陪读，好像也
没有习惯。最近这五六年，我
们仨看的书越来越不一样了，
经常各看各的，便在家中添加
了一组书柜，卧室窗台上也摆
了个小书架，满足了书桌看
书、睡前看书的需要。在客厅
看书，可以将书放在沙发扶手
上，但在水房看书没有合适的
地方摆放，于是，这只小板凳
就隆重登场，迎来了它的“第
二春”。

说到读书，有孩子后，我
读的书比原来多了许多。在我
们家，手头正读的书可以随便
乱放，只要不折叠、不污损、
不乱扔地上、不妨碍日常生活
即可。读书和思考于生命就像
空气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无
时不在，这也是我这些年慢慢
悟出来的真谛。

最近这只小板凳“忙”得
很。闺女看的有 《草房子》

《青铜葵花》《红岩》等，浏览
过的有高尔基的三部曲。我是
水房一本书、床头一本书、办
公室一本书。她妈妈看些杂
志、散文之类的书，顺带在我
们看的书中挑些感兴趣的看。
就我而言，重读余秋雨的新版

《文化苦旅》，480页，每天十
分钟，每天四五页或三两段，
竟是不比我在办公室看书的进
度慢多少。一篇篇翻过去，我
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读这本书
的时候。一段段旅程，一个个
文化反思，读一些书正好留出
了大量时间思考，竟是觉得比
当年着急看完收获更大。

每天看一点，天天都不
停，每学期下来，我居然比
往年多看了一本书。读书是
件自我愉悦的事儿，无关乎
场 所 ， 只 要 你 喜 欢 。 前 几
天 ， 我 和 同 事 说 到 这 件 事
儿 ， 似 乎 多 数 人 觉 得 很 诧
异，好像如厕时间不应该是
读书的时间。难道读书一定要
在书房书桌？一定要抽固定的
大段时间？

我不这么认为。
这两年，在厕所看书的方

式可以冲抵蹲厕所玩手机的
坏习惯。想来智能手机普及
之后，大人小孩都逃避不了
蹲厕所拿手机的这个恶习，
换成读书不一定能杜绝，但
可以减轻和缓冲这个习惯。
想必多数人会因为玩手机而
延长蹲厕所的时间，没几个
会因为读书而延长吧？

这只小板凳就这样一点一
滴的陪伴我们走过了二十多
年。一点一滴的承载了我们进
步的梦想，也算功莫大焉。

书香 校园

一只小板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