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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庆祝建党 100 周年 “我与母校共成长”优秀作品展示

■本报记者 李文姣
自办学以来，临颍县颍川学校就把

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作为实现学校
跨越式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
方面。学校把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教
育、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纳
入德育教育、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
的治理规划中，广泛动员教师、学生家
长和社会力量，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
作，从源头上遏制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现
象的增长势头，大大增强了全校师生的
法治观念和民主意识，形成了依法治校
的育人氛围。

该校重新修订了颍川学校《教学常
规管理制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教
职工年度考核实施办法》等管理制度。
这些规章制度均经过全体教师几番讨
论、修订并提交教代会通过，基本上实
现了制度化管理。

狠抓教学管理。该校严格按照省物

价局和市物价局的文件规定收取费用，
无违规征订、使用教材和教辅资料现
象，所有教材均按照国家规定由新华书
店配送；抓学科渗透、抓品德教育与法
治教育的融合，把法治教育同课堂教学
紧密结合，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阵地的
作用；把法治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纳入教
学计划，做到了法治教育计划、课时、
教材、师资“四落实”，使法治教育落到
实处。

狠抓教学管理秩序。该校将日常教
学延伸至课外，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
系，指导家长科学教育孩子，要求家长
杜绝“棍棒式教育”，不搞“包办式教
育”，丢弃“甩手式教育”。对于少数品
行不端、陋习难改的学生，学校确定党
员教师结对帮教，并与家长签订家校共
管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共同管好孩
子，预防违法犯罪。

该校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教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健全了工会组织制
度，制订了工会工作人员职责和行为规
范，建立了重大问题经教代会通过制度，
规范工会的议事、决策和监督程序。坚持
校务公开，凡是涉及学校的重大事项，如
基建招标、职称评定、教育收费、大宗采
购、较大支出等，通过校务公开栏及时向
职工和家长公布，做到公开、透明。

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青少年廉
洁教育”活动，将诚信守法、廉洁奉公的
有关内容纳入学校德育体系，认真宣传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通过“崇廉憎腐”
教育净化学生心灵，使其从小树立“崇尚
廉洁、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意识，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依法治校明确了学校与教师、学
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规范
了各方行为，有利于保障师生的合法权
益。

该校针对教职工制订了依法治校学

习计划及实施方案，有计划地组织每位
教职工认真学习和贯彻教育法、教师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工会每学期都组织教
职工认真撰写心得体会。开展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积极组织教职
工参加普法知识竞赛，增强教职工的法
治观念。该校坚定维护学生的受教育
权，尊重学生人格权、人身权和财产
权，严禁教师体罚学生、严禁使用不文
明语言，不准讽刺、挖苦、污辱学生等。

该校采取“学生校长小助理”检查管
理制度，努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
校园氛围，构建科学有效的评价和奖励机
制；积极开展“先进班级”“校园之星”

“星级好少年”等评比活动；加强与学生
家长的联系，指导家长科学教育孩子，提
高家教实效，确保学生安全；通过成立家
长委员会、召开家长会向家长宣传教育
理论及法律法规，使家长更科学地帮助
学生健康成长。

弘扬法治精神 创建和谐校园
——颍川学校文明校园创建之依法治校

■本报记者 李文姣
近日，我市举行2020年“新时代好

少年”“漯河好人”发布会，漯河五高语
文教师郭秋玲被评为“漯河好人”。

在工作上，她是教书育人的好老
师，是市“师德先进个人”；在生活中，
她是热心公益的志愿者，是团市委表彰
的“优秀志愿者”，是市文明办、市民政
局联合表彰的“五星级志愿者”“2020市
科协抗疫先进个人”。

疫情期间，作为教师、专业心理咨
询师的郭秋玲第一时间参加市心理咨询
师协会组织的心理援助热线志愿服务，
加入龙塔街道办事处的微信工作群，在
线为有需要的人做疫情心理疏导，帮他
们调节心理状态。她说：“教育学生、为
求助者提供心理咨询都是我的职责，这
两件事我都要做好。”

一位曾在一线参加抗疫工作的护士回
归正常生活后，一直无法缓解内心的压
力，特别焦虑不安，经常向郭秋玲打电话
求助。在郭秋玲连续几天的陪伴安抚下，
这名护士的情绪渐渐稳定，恢复了正常的
生活状态。同时，郭秋玲还积极配合龙塔
街道办事处拍摄抗疫宣传片，和郾城区卫
健委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社区为居民及一
线抗疫工作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除
了自己积极参与，郭秋玲还动员自己身
边的人参与心理援助工作，并组建心理
援助值班小组。组员们利用自己所学知
识支援驻马店市心理学会、信阳市心理
学会的志愿者。

郭秋玲尤为关注青少年，特别是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2009 年，她加入

“心协”志愿团，工作之余坚持每周在漯
河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开展公益心理沙龙

活动，积极参与市文明办、团市委、市
妇联举办的志愿活动，常年在市福利
院、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提供公益心理咨
询服务，积极配合媒体制作节目，以引
起人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注。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长
期坚持做好事。2012年起，郭秋玲在团
市委开通的“12355”青少年心理咨询和
法律援助热线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咨询服
务。从“12355”热线的“向上少年实验
班”到志愿服务项目“爱绘梦想——留守
儿童的12堂心理课”，从市区学校的心理
讲座到郊区小学的心理辅导，从福利院困
境儿童的心里陪伴到农村小学的教师培
训，只要是自己能做的助人之事，郭秋玲
都会去做。

2016年“三八”妇女节前后，郭秋
玲在工作之余连续开办了10场心理健康

公益讲座。2018年8月的中伏天，郭秋
玲接到召陵区翟庄街道燕山社区工作人
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举办亲子课堂的
教师临时不能到场，希望她能去上课。
郭秋玲二话不说就赶了过去，带孩子们
做心理游戏，并解答家长的问题。等孩
子和家长们都高高兴兴地离开了，郭秋
玲的嗓音已经沙哑，身上的衣服也被汗
湿透……

为做好心理志愿服务，郭秋玲每年
坚持自费进修心理学，努力提升自己的业
务水平。仅2018年的暑假，郭秋玲就先
后两次到北京访名师、拜名家，只为不辜
负那一双双期盼又信任的眼睛。2018
年，郭秋玲和她的伙伴们坚持了多年的志
愿服务项目“爱绘梦想——留守儿童的12
堂心理课”荣获河南省青年志愿项目大
赛金奖、全国青年志愿项目大赛银奖。

沟通心灵 促进成长
——记漯河五高优秀教师志愿者郭秋玲

本报讯（记者 李文姣） 3月
9日，市教育局联合市食安办对集
体用餐配送单位和用餐学校进行
检查。

据了解，本次检查对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的餐饮具、蔬菜制
品、油炸面制品、食用油、调味
品等进行抽检。重点检查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和用餐学校是否存在

负面清单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对
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涉及违法
违规的，市食安办执法大队将立
案调查处理。

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用餐
学校，检查组对食品原料储存
间、加工间、留样间等重点环节
进行察看，查阅了食品原料的进
货验收记录、供应商资质等。

市教育局市食安办

检查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和用餐学校

■受降路小学六（4）班
杨天宇

在我成长的这十二年时光
里，妈妈为我付出了无限的关爱。

每天清晨她早早起床为我准
备营养早餐：牛奶、鸡蛋饼、青
菜……各种美味都像是她用魔法
变出来的。

晚上放学回到家，我写作业
时她又开始准备晚饭，然后又开
始扫地、拖地、洗衣服……但她
脸上没有厌烦，只有微笑，而我
也从她身上学到了乐观的精神。

从小到大，妈妈都是我的保
护伞。她为我购买书籍、衣服，
陪我做游戏，教我做人的道理。
我生病时，她事无巨细地照顾

我；我遇到挫折时，她为我加油
打气；我成功时，她开心地表扬
我，同时告诫我不要骄傲，继续
努力……

记得有一年我腿受伤，放学
时下雨了，我没有带伞，腿上的
伤口不能碰水，同学们都回家
了，而我还在教学楼上盼着、望
着。这时，远远地有个人向教学楼
跑来，是妈妈来了。她来不及将身
上的水擦干，快速用布包住了我腿
上的伤口，为我穿上了雨衣。看到
她虽然打着伞却仍被淋湿的后背，
我小声说：“妈妈，您辛苦了。”

妈妈教会我成长、教会我
爱，我爱妈妈。

指导老师：王 曼

我的妈妈

■郾城区实验小学六（1）班
朱睿宁

星期天，我在家收拾自己的
房间。我的房间已经两三个月没
有收拾了，多个季节的衣服被扔
在床上，乱七八糟的；没吃完的
零食有的在床头，有的在桌子
上，还有的在椅子下；书桌上也
没有方寸净地……

仔细观察整个房间后，我脑
中很快列出了一个计划：1.先把窗
台收拾干净；2.清理书柜上的垃
圾；3.把书桌清理干净；4.整理床
头柜，清除上面的污渍；5.整理床
铺；6.扫地、拖地。

说干就干。我先把窗台上的
笔和纸归好类，把能用的笔装进
文具盒，不能用的纸和笔扔进
垃圾桶。窗台上不知什么时候
被我洒上的饮料污渍很不容易
擦掉，我只好把洗洁精挤到抹
布上，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
擦掉了。

接下来，我把书柜上的橘子

皮扔进垃圾桶，用抹布把柜面上
的水果污渍擦干净。不一会儿，
书柜便焕然一新了。

最重的任务来了——收拾书
桌。我先把书桌上的东西都搬到
地上，仔细地擦着桌面。以前写
作业时写在桌面上的算式，我用
了很大力气才擦掉。然后要把堆
得比人还高的书搬到书房，我想
想都觉得要累瘫。我才搬了两趟
就开始手脚发软，想打“退堂
鼓”了。这时我看到床上的手
机，萌生了一个念头：要不玩一
会儿手机吧。就一小会儿也不碍
事。就在我拿起手机的一瞬间，
耳边突然响起老师教过的一句
话：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是
啊，如果连一间小小的屋子我都
收拾不好，总是开小差，将来怎
么能干成大事呢？于是，我又弯
下腰忙碌起来……

下午五点多，我的房间终于
收拾干净了。看着整洁的房间，
我心情真舒畅啊！

收拾房间

■方 正
2021年，我的母校——市第二

实验小学迎来了第一百个生日。回
想起母校，思绪如同阳光倾洒在心
间：那片和同学一起扫地、洒水的
操场，那间贴着光荣榜，每周和同
学们一起出板报的教室，那张塞满
了习题本与纸飞机的书桌，那位总
被我盼着少留点作业的老师，都好
像清晨花园里的露珠，在暖人的阳
光下绽放着夺目的光彩……

1998年，我在学前班，虽然年
幼，却仍记得校园里的花园、“月
亮”拱门、被藤蔓挂满的廊道、石
桌石凳……至今它们还清晰地浮现
在我的脑海里。后来年岁稍长，我
喜欢看秦文君的小说，儿童校园文
学里花园的描绘让我感同身受。似
乎在那藤下的长凳上，也坐着刚刚
考了双百分心里乐开花的同学；那
翠绿的小树旁，也留着被上课铃声
打断，却没说完的动画片情节；那
刚被值日生浇了水的花朵下，也遗
落了我们疯狂收集的水浒英雄
卡……那时的玩伴都已长大，我
想，母校的那片花园应该就是我们
心中永远的秘密花园。

进入一年级，我遇到了陪伴、
教导我五年的启蒙老师许新慧。从
一年级学起的“a o e”，到曾偷偷
在书桌里刻下的“早”字，到如今
还能记得的那个圆月下在西瓜地里
挥起钢叉刺向猹的少年闰土，许老

师把语文课堂变成一次次快乐的求
知之旅，让我们将课本上的字句、
诗词留在脑中，将课文里为人的道
理记在心中。小时候的我，不算一
个胆大的孩子。可能孩子在成长的
过程中面对一个个未知的问题，都
会有些胆怯，但许老师给了我许多
战胜胆怯、挑战自己的勇气与机会
——第一次在班集体前领队；第一
次在升旗仪式下演讲；第一次站在
赛跑的决赛赛道……许老师总是给
我挑战的机会，并鼓励我、帮助我
战胜胆怯。

后来，母校开设了书法课，你
能想象一个个钢笔字写得歪歪扭扭
的孩子，却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写字
的样子吗？现在想来我仍忍俊不
禁。犹记得老师曾告诉我们：“笔、
墨、纸、砚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文书
工具，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华文
明。毛笔字就是中国字。”每个同
学提起笔来都有一种仪式感，在笔
锋顿挫间也体会到了书法的精髓与
特有的美。

关于母校的记忆就像少年时磁
带盒里的音乐，一旦开始播放，美
妙的旋律就会顷刻间溢满心间。虽
然那些光影还不能像现在一样随手
就能用手机记录下来，但在每一位
同学、老师的心中都会留下最温暖
的记忆。

作者系市第二实验小学2004
届毕业生

忆母校

●3 月 8 日，漯河三中到结对帮
扶学校——西城区阴阳赵镇姬留实验
学校开展送教下乡活动。

马文杰
●3 月 9 日，源汇区实验小学邀

请市妇幼保健院盆底康复科主任到
校，为女教职工举办女性健康知识讲
座。 丁素娜

●3 月 8 日，郾城中学聘任郾城
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玮旭担任法

制副校长，聘期三年。 王舒洁
●3月10日，许洼小学开展了以

“远离火灾 生命至上”为主题的消防
安全教育活动。 侯林燕

●近日，柳江路小学利用国旗下
演讲、主题教育班队会、实践活动等
形式，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
周”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田前锋

●近日，漯河高中启动“激情读
书月”活动。 李文斌

近日，市实验幼儿园组织教师志愿者到社区空巢老人家里开展“学雷锋
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 谷芳菲 摄

3月4日，五一路小学开展以“豫剧进课堂”为主题的文明实践活动。
王 嫣 摄

3月10日，郾城区第二实验小学北校区举行趣味诗词大会。 韩 芬 摄

儿童心理学家说，青春期是
孩子早期教育的修补期。虽然青
春期的孩子很难管，但还没有完
全定型，认知和看法容易改变，
但策略很重要。

隐形陪伴很重要
孩子到了青春期，比任何时

候都渴望独立，希望有自己的空
间，不被任何人打扰。也不愿意
再当父母的“小尾巴”，自己去哪
儿也不再希望父母陪着。青春期
的孩子会很大胆地挑战父母的权
威，有时你让他做什么他反而不
会做。把孩子当成身边的一株植
物，不要时刻盯着。让孩子感受
你在他们的身边，给予适当的自
由，不控制，不干涉，这就是极
好的。

一定要闭上嘴巴
有句话叫“言多必失”。
这句话用在孩子处在青春期

的父母很合适，话说的多了就失
去了威严了。心理学上有个名词
叫“超限反应”，指的是如果外来
的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
久，就会使人感觉不耐烦，甚至
心理逆反。当自己的能力不足以

支配自己的独立，孩子会有一种
无助感和挫败感，父母再在一旁
不停地说，有一种“看热闹不嫌
事儿大”的感觉，会让孩子更反
感。有时，不说比说更有效果。

把孩子当成朋友
有的父母为了树立自己在孩

子面前的威信，采取的方式非打
即骂，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在孩
子小的时候很管用。当孩子到了
青春期，体格超过了父母，自尊
心也达到了最高值，父母再这样
打骂孩子真的会被孩子反噬的。
把孩子当成朋友，改变说话的口
气、相处的方式，这样会让孩子
更容易接受。

保持界限感，不要总是试图
走进孩子的空间，除非你被邀
请。不要总想着偷看他们的日
记，或者在孩子犯错的时候没完
没了地责备，甚至动手。

教育青春期的孩子，就像是
古代治水一样，要顺、疏通，而
不是堵。教育孩子，不是打压和
控制，而是把自己变成一朵云，
去推动孩子那朵云。

据深度育儿

青春期的孩子怎么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