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0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的婧婧老师通过直播方式，探访市图书馆。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摄

近日，召陵区翟庄中心小学开展“弘扬传统美德，打造校园文化”主题活动。图为该校
的漯河日报小记者们正在聆听许林娜老师讲述美德故事。 郑小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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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由
漯河日报社和市教育局联合发
起成立，每年通过举办200多场
次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小记者
在了解家乡风土人情、发展变
迁、传统产业的同时，综合素
质得到全面提升，赢得了学校
和家长的认可。如今，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已经遍布我市各中
小学校。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有
《漯河日报》《漯河日报·小记者
刊》《漯河晚报·小记者专版》、
漯河日报小记者网、漯河日报小
记者官方微信、漯河发布六个发
布平台。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俱乐部在
2019 年征集研学基地的基础上，
现面向漯河市、河南省乃至全国
征集2020年度漯河日报社小记者
研学基地。

征集对象：景区、书店、影
城、休闲场所、美食餐饮、民生
服务、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卫
生医疗、交通运输、品牌连锁机
构、农家庄园等。

联系地址：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部（市区嵩山东支路新闻大厦
601室）

洽谈热线：
0395—3134517
17639595777（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征集
小记者研学基地

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了解更多小记者活动
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请扫描我们的二维码

政策信息
投诉建议

新闻监督热线新闻监督热线
13939500232
16639566116

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官方抖音号开
通啦！小记者的多
彩瞬间，在抖音里
为你呈现。如果家
长们想要保留孩子
们的精彩时刻，小
朋友想要看到自己
的闪亮瞬间，就请
关注漯河日报社小
记 者 抖 音 号
（lhrbxjz），了解更多
的内容吧！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是漯
河日报社全新打造的开展实践
教学活动的平台，旨在让学生
们特别是本报小记者在此有更
好的学习体验。教育综合体也
给家长和学生提供了低成本切
换培训项目的便利，还能有效
降低办学机构的房租、运营、
招生、媒体宣传等方面的成本。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除了

文 化 类 培 训 外 ， 还 有 艺 术 兴
趣 、 素 质 教 育 类 培 训 ， 如 音
乐 、 舞 蹈 、 书 法 、 绘 画 、 棋
类、跆拳道、国学、少儿口才
等。

目前，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
体项目正火热招商中。

联系电话：0395—3134517
17639595777

联系人：杨主任

漯河日报社教育综合体
火热招商中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进入5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联合

共青团召陵区委共同举办的“我为家乡代
言”扶贫助农志愿服务活动全面启动，旨
在推介家乡农产品，多渠道拓展销售通
路，促进群众增收。5月19日，小记者部
靖靖老师带领小记者与共青团召陵区委的
志愿者共同走进召陵镇大徐村，通过抖音
直播，为该村特色农产品富硒吊瓜代言。

“大家看，新大徐牌西瓜，色泽鲜
翠，一看就是瓜中极品，这种瓜硒含量是
普通西瓜的十几倍，其特点是：口感好，
味美甘甜、甜而不腻、酥脆可口，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 C。”上午 10 点，直播开始，
靖靖老师带领小记者和志愿者从新大徐扶
贫创业园出发，一路为大家介绍大徐的历
史及大徐的吊瓜。在吊瓜棚里，一片绿油
油的吊瓜藏在绿叶后，和大家玩起了捉迷
藏。村民们穿梭在棚内，采摘成熟的吊
瓜。小记者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钻进
大棚，这儿瞅瞅，那儿看看。在志愿者的
帮助下，小记者徐重九摘下一个西瓜后迫
不及待地给大家上演了一幕手劈西瓜，引
得抖音粉丝们纷纷点赞。

直播中，大徐村党支部书记徐电超和
小记者一边漫步在瓜棚，一边介绍自己
和村民的种瓜故事。2009 年，他刚出任
大徐村党支部书记时，便思考在土地上
种些什么，这可是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大
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吊瓜经
济效益很高，便自费带领村干部和群众
代表前往临颍县北徐村、南街村等地观
摩学习。为打消村民的顾虑，他发动村

干部带头种植吊瓜，第一年就迎来了大
丰收，且连续两年收益稳定。这让徐电
超信心倍增，也逐渐打消了村民的顾
虑。据他介绍，吊瓜一年可采摘两季，
一般 2 月播种 5 月采摘，7 月播种 10 月采
摘，年前还可以种植大棚蔬菜，收入倍
增。村里有耕地 2700 亩，过去多是种植
小麦和玉米，一亩地收入 1000 元左右，
而如今200多个大棚1400多亩吊瓜，在天
气 正 常 的 情 况 下 ， 亩 产 5000 斤 ～8000
斤，亩收入可达1.5万元～1.7万元，如今
吊瓜种植已经成为该村的主要产业。“种
吊瓜有盼头，全年收入不用愁，全靠电

超教我种瓜技术。摘了贫困户的帽子后
我干劲更足了。”召陵镇大徐村村民徐进
勇看着自己的三亩多瓜棚，兴奋地说。

据徐电超介绍，近年来，大徐村按照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思
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紧紧依托区位优
势和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吊挂西瓜产
业，实现了由优势到特色、由特色到产业
的转化，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明显提
升，并探索出“合作社+贫困户”的精准
帮扶模式，帮助当地群众及贫困户走出了
一条种瓜奔小康的致富路，该村9户31人
已全部脱贫，人均收入达1.6万元以上。

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负责人表示：
“直播带货也是一种志愿服务，是扶贫助
农的新模式。本次活动，旨在让更多人认
识大徐，了解大徐的吊瓜，希望更多的人
参与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助力脱贫攻
坚，农民增收。”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部，继续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及助力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等活动，扶贫扶智、脱贫攻坚，引导
广大团员发挥榜样作用，勇于担当，让奋
斗成为青春最靓丽的底色。”共青团召陵
区委书记范高磊说。

“我为大徐吊瓜代言”小记者在行动

徐电超（右一）和志愿者们讨论销路。

■文/图 见习记者 李宜书
“传球、传球！”5月19日，记者来到

了召陵区万祥街小学，该校足球队的队
员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带领孩子们训练
的是该校总务处主任兼体育老师马世
伟。自2018年9月，漯河日报社少年足球
队联合万祥街小学成立校园足球队后，
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场上，都能见到
他的身影。

建队后，马世伟多次和漯河日报社少
年足球队教练徐赫围绕如何培养兴趣，训
练中融入游戏等进行讨论。“小学足球教
学的任务是以培养兴趣为主，兴趣也是孩
子们训练的第一动力。”马世伟量身制定
的训练方案，整个过程不像训练而像做游
戏，让孩子爱玩的天性得以释放，并在游
戏中提升足球基本功。

在操场边上观看训练的万祥街小学副
校长李永权说：“这些训练既有趣又锻炼
了孩子们的身体。马老师的训练方法有独
到之处，不是简单乏味的基础训练，而是
将孩子们喜爱的游戏融入多项训练当中，

深受孩子们喜欢。”
足球队的赵傲同学，自信乐观，在球

场上叱咤风云、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
可是谁能想到，两年前他曾一度情绪低
迷，学习不努力，还经常和同学发生小
摩擦。马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多
次找他谈心，原来赵傲的爸爸长期在外
打工，妈妈刚生了二胎，让他寄宿在学
校。赵傲为了引起家人的关注，就制造
各种麻烦。马老师和赵傲的妈妈多次沟
通，并邀请赵傲在课余时间参加学校足
球队。在马老师的关心和鼓励下，身体
协调性较强的赵傲崭露头角。很快赵傲
脸上的笑容一天天多了起来。在一次次
足球训练课上、在一场场足球比赛中，
让赵傲磨炼出了不惧失败、坚忍不拔的
品质。足球不仅增强了他的体质，更使
他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2019 年秋季
学期期末考试，他的语文、数学全优，
大家都觉得他像变了一个人。

球队队员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平日
里，马世伟始终把自己定位为长兄和朋

友。天冷时训练，他不忘让学生多穿衣
服；哪个队员病了，他送水送药。队员喜

欢把快乐与他分享，将烦恼与他倾诉，队
员之间发生争吵，总是第一个找他评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8年的教学工作，
马世伟先后被评为召陵区优秀教师、市级
体育工作先进个人、省骨干教师等。

万祥街小学历史悠久，始建于 1948
年，历来重视养成教育，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近年来，在做好学校教学工作、提学
生综合素质、树学校形象的“两提一树”
的同时，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学校“121
亮点工程”，并联合漯河日报社少年足球
队将校园足球打造成一项“新亮点”。下
一部还将联合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引进更
多的课外活动，开展语言口才、美术、朗
诵、音乐、足球和文学社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部分教学成果在 《漯河晚报》、漯河
日报小记者微信公众号、漯河日报小记者
官方抖音号等平台进行展示。

“感谢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为万祥街
小学的学子们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让孩
子们都参与进来，在学习之余做一些有意
义的事情。”该校校长李军锋说。

快乐绿茵场 放飞足球梦

马世伟带领队员正在训练。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漯河日报社决定自2020年5

月起启动漯河日报社“十佳百
优”小记者评选活动以来，已有
200 余名小记者积极报名参与。

“十佳百优”小记者评选活动举
办10年来，得到了广大小记者及
家长认可。

作为我市最权威、最具影响
力的学生社会实践团体，漯河日
报社小记者团由漯河日报社与漯
河市教育局于2009年6月份共同
打造。11年来，漯河日报社小记
者团勇于创新、善于探索，先后

发展了数万名小记者，服务家
长、老师、商家及社会各界人士
十多万人次。

本次评选活动火热招商中，
现需独家赞助一家，协办两家，
另有指定用水、礼品、手提袋、
培训机构等招商。

欢迎房产、金融、通信、
珠 宝 、 食 品 、 电 器 、 家 装 建
材 、 影 院 、 旅 行 社 、 教 育 培
训、汽车、礼品等相关联的行
业联系详谈。

联 系 电 话 ： 0395- 3134517
17639595777（杨主任）

“十佳百优”小记者活动
火热招商中

■见习记者 李宜书
“河南省中南部伫立着一座安静而又

美丽的小城，她的名字叫漯河，淮河水系
两大支流沙河、澧河穿城而过，在市区交
汇。暮色笼罩这座小城，灯火星星点点，
丝丝的凉意带走了白天的喧嚣；沙澧河
上，水波荡漾，展示着白天不曾有的风
景……”5 月 20 日晚 7 点，漯河日报社小
记者部的靖靖老师在沙澧河风景区面对镜
头，侃侃而谈，她正在通过视频录制的方
式带领小记者们“云”游沙澧河风景区，

品味城市韵味。
第一站，靖靖老师到达的是红枫广

场，这里人们三五成群，唱豫剧、拉二
胡、练太极拳、打球、健身……广场上热
闹非凡。“每年入秋，枫叶开始变红，这
里成为漯河游览打卡景点之一。”靖靖老
师首先给小记者们介绍了红枫广场的来
由。镜头对准篮球场，靖靖老师带领小记
者们感受疫情过后市民的活力。西行至嵩
山路，靖靖老师用广角镜头将夜色下的大
桥尽收，视频中的夜景更加迷人。

有游有学，也是这次录制“云”游视
频的重要任务之一。靖靖老师在视频中围
绕漯河城市生态做了详细介绍。以绿

“荫”城，以水“润”城，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市充分利用沙
澧两河穿城而过、水资源丰富的优势，解
决“水”和“绿”问题，建成两河四岸36
公里生态休闲景观带。城在水中映，水在
绿中行，人在画中游。沙澧河风景区绵
延，林茂花艳、景色秀美，植被覆盖率达
98%以上，植被覆盖率达 98%以上，并修

建有观光大道沿河主题公园，沿河八大主
题公园是景区的核心，分别是西湾晨霞、
芳风雅颂、览古涵远、醴泉夕照、濠濮快
意、馥风澄爽、青岫写秋、揖峰罨画，已
然成为漯河的一张名片。

“天更蓝了，水更清了，漯河的生态
环境越来越好，环境更加靓丽。希望小记
者通过观看‘云’游视频，在感受城市魅
力的同时，提高表达能力、积累写作素
材，从而促进语言表达、写作能力的提
高。”靖靖老师说。

小记者“云”游沙澧河风景区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 宜
书）近日，漯河日报社小记者部

“足不出户，云游漯河”系列活
动正式启动，旨在通过视频形
式，为小记者展示口才语言技
巧，并让小记者在家中欣赏漯河
的美景，感受人文风情。

漯河地处豫中腹地，历史悠
久，2018年7月底，市委七届七
次全会根据新时代漯河发展的新
特征，做出了建设豫中南地区性
中心城市、中原生态水城、中国
食品名城、中华汉字文化名城的
重大决策。

热爱家乡，了解家乡。来，
请跟随靖靖老师的脚步，参观漯
河的文物古迹，了解历史人文、
民间手工艺，探访文化事件、文
化人物等。本版征集展现漯河地
域特色的文化线索，如果您身边
有这样的线索，请告诉我们，漯
河日报社小记者部靖靖老师将带
领大家“云”游漯河，居家了解
家乡，相关视频将上传至漯河日
报小记者官方微信、漯河日报小
记者抖音等平台，敬请关注。

联系电话：18739565758
邮箱：lhbxjzt@163.com

“足不出户，云游漯河”
系列活动启动

■本报记者 孙 震
在漯河日报教育综合体的英语课堂，

市实验小学学生谢政栩认真听讲、积极发
言，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

三年前，谢政栩加入漯河日报教育综
合体英语课堂，刚接触英语时，虽然对英
语一窍不通，但他特别喜欢看英语电影和
动画片。

课堂上，林薇老师流利的口语和生动

的课堂表现力，给谢政栩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由于英语基础差，学习时他常常无从
下手，在林薇老师的循循善诱下，他渐渐
对英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谢政栩每天晚
睡早起练习口语，英语成绩提高很快。虽
然过程很艰辛，但收获却是满满的。对谢
政栩来说，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谢政栩的家长说：“孩子喜欢上林老
师的课，上课时经常会在教室外听到林老

师和孩子们的互动，课堂气氛非常浓
厚。”林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有时孩子
耽误的课，林老师都会耐心地给孩子补
上，还会结合薄弱的知识点给孩子进行辅
导。

谢政栩平时在完成作业后，大量熟背
单词和语句，练习听力。在漯河日报教育
综合体的英语课堂学习的三年中，谢政栩
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谢政栩：经历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小记者在瓜棚摘瓜。

谢政栩家长供图谢政栩家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