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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龚键荣 通讯员 沈楚钊）2 月 3
日，宁德师院附属小学东侨校区五年（7）班友爱社团
志愿者在家长的陪同下，前往宁德市爱心之家残疾
托养中心看望慰问特殊困难儿童。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虽身患残疾，却不失
孩童的天真可爱。他们虽然遭遇不幸，但一直有着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关心帮助。

来到残疾托养中心，友爱社团志愿者和特殊困
难儿童互动交流，参观他们精心制作的手工艺品，从
中体会到一股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一名小志愿者说，这是她第一次参加爱心慰问
活动，看到这里的弟弟、妹妹洋溢着笑容，看着哥哥、
姐姐在制作手工艺品时自信的神情，深受感动。

爱心之家工作人员表示，小志愿者们的看望慰
问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礼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
的鼓舞，可以帮助这群特殊的孩子打开心扉，树立
积极乐观的心态，以更好的状态面对未来的学习和
生活。

关爱特殊儿童
传递爱心善举

本报讯（记者 郭晓红 通讯员 关红辉）近日，宁
德师范学院与宁德市委文明办举行宁德市校外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合作签约仪式，继续共建宁德
市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提高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水平，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据 介 绍 ，此 次 校 地 合 作 协 议 的 签 订 ，是 自
2019 年来双方签署的第三次合作协议，是宁德师
范学院立足学校实际，扎根闽东、服务社会，与地
方发展同频共振，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突出师
范性、应用性、地方性，为地方发展服务的一个缩
影。下一步，宁德师范学院将继续坚持“治未病”
的工作理念提高心理辅导能力，扩大心理健康教
育覆盖群体，提升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呵护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

本报讯（张容声 钟雄光）近日，中国科协、福建
省科协先后公布 2023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
单位和优秀活动名单。福安三中推广普通话活动荣
获福建省“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经国务院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为
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以下简称推普周）。根据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2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
宣传周活动的通知》，2023 年 9 月 11 日至 17 日为第
26 届推普周，福安三中以此为契机，多措齐下开展
推普活动。如利用第 26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
海报以及第 26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海报进行
宣传，通过推普进宣传栏、召开主题班会等宣传，取
得良好效果。发动全校师生积极学习和使用普通
话，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上课回答问题、课下与
同学讨论交流、向老师请教问题以及和父母说话时
都要使用普通话，逐渐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在日常
生活中，注意使用文明用语，不说粗话和脏话，使文
明语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对校园内外不规范的语言、
文字、行为要予以指正，自觉做推普宣传员；尽量在
家庭生活中使用普通话，并带动家人使用普通话、写
规范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主动推广普通话
和规范字。

通过活动，同学们充分认识到了普通话是我国
的通用语言，它不仅体现了语言的魅力，传承了中华
民族的优良传统，而且还方便了大家学习、工作和生
活。以推普周为契机，通过深入开展推普活动，有利
增强广大师生、家长运用规范语言文字的意识，在今
后学习和生活中自觉做普通话的使用者、示范者和
宣传者。

福安三中推广普通话活动荣获
福建省“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宁德师范学院：

校 地 合 作 共 建
助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本报讯（记者 龚键荣 施木兰 施
剑妃 文/图）将党建工作与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深度融合，是古田
县城东街道文兴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的
具体实践。连日来，该社区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假日学校”公益
活动，为孩子们的寒假增添色彩。

2月4日下午，在文兴社区党员活
动室，10多名小学生或阅读、或练字、
或写作业，个个神情专注。大学生志
愿者们散坐在孩子们身旁，耐心地为
他们讲解学习中的疑点难点。社区党
员干部则做好后勤工作，保障活动顺
利进行。

在课间休息时间，大学生志愿者
带着孩子们一起体验美术、剪纸、折
纸、讲故事等特色课程。用心教、开心
学，“假日学校”不仅为孩子们提供了
好去处，也减轻了家长们的负担。

“有了大学生哥哥、姐姐的辅导，
写作业不难了，还能锻炼动手能力，一
点也不枯燥。”从社区“假日学校”开班
至今，汪郑欣小朋友一天都没有落下，
能和同龄人一起度过寒假，她感到很
开心。

大学生志愿者兰炜萱趁着寒假时
间主动报名参加了这次公益活动。她
说：“为社区和孩子们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很有意义。”

文兴社区党总支部书记曾丽芳
表示，“假日学校”公益活动深受社区
居民欢迎，有效促进社区共建、共治、
共享。下一步，将继续依托“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模式，创新服务方式，
丰富服务内容，努力为居民营造幸
福、文明、和谐的良好氛围。

▶大学生志愿者在辅导学生课业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许芷
娴 文/图）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市科技
馆开展“假期科普不缺席”系列科技冬令
营活动。冬令营主题分为“美丽中国伴
我行”和“节能减排创环保”两期，共吸引
35名小朋友参加。

“瞧，火箭要发射啦！”“哇，海底世
界！”在冬令营活动中，小朋友们在市科
技馆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参观科学家
长廊和宇宙探秘、地球家园、前沿科技、
科学探索、科学启蒙、生命健康等主题
展区，学习了解闽东科学家的先进事
迹，体验 AR 体验展品和体感互动游戏，
让小朋友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神奇与
无限魅力。

冬令营活动还根据主题设置了一系
列活动项目。在“美丽中国伴我行”主题
冬令营中，市科技馆科技辅导员带来了
科技馆里的科学课——“小小造纸家”和

“植物的秘密”，及精彩的科学表演《光之
律动》，与小朋友一同探秘纸、植物、光影
的世界，观看纪录片《美丽中国》，欣赏祖
国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人文景观，进一步
领略祖国大好山河；在“节能减排创环
保”主题冬令营中，科技辅导员带来了科
技馆里的科学课——“水中有什么”“云
朵灯”和科学表演《嗨，你听见了吗》，和
小朋友们一起学习水、云、声音相关科学
知识，并观看电影《后天》，进一步加深对
节能减排重要性的认识。

市科技馆工作人员与小朋友们还开
展了“重走长征路”“叠椅子”“小丑鸭赛
跑”等科学趣味活动，并举行了结营仪

式，气氛十分热烈。
市科技馆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本次活

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福建省“十四五”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在
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丰富儿
童青少年的寒假生活，在潜移默化中提高

科学素质，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
群体，并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谢凌曦）近日，福鼎
市鲈鱼养殖协会荣获中国农技协2023年“百强农技
协”称号，全省共有4个农技协获此荣誉。

福鼎市鲈鱼养殖协会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农业
精准服务路径，通过开展“学雷锋，助春耕”“科技
下乡”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组织专家团队及志愿
者走访周边的鲈鱼养殖基地，为当地渔民提供技术
咨询、技术指导，引导渔民进行规范生产，促进渔
民增收和产业发展。此外，还先后推动开展了 7 届
中国鲈鱼文化节，充分展示了福鼎市近年来海洋经
济建设的发展成果。

下阶段，福鼎市鲈鱼养殖协会将继续围绕“科技
兴农”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协会组织的引领作用，创
新科技服务模式，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科技服务
活动，进一步助力鲈鱼产业做大做强。

福鼎市鲈鱼养殖协会获中国农技协
2023 年“ 百 强 农 技 协 ”称 号

本报讯（记者 陈莉莉 通讯员 黄林
萱）2 月 1 日，福建省科协九届六次全委
会表彰了第八届“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
者”，30名科技工作者获此荣誉，其中，宁
德市蕉城区水产技术推广站陈庆荣、宁
德时代创新实验室数智化研究中心魏奕
民获表彰。

评选表彰“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是省科协激发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

创业创造热情的一项重要举措，评选范
围为我省工业、农业、科研、卫生、教育等
战线上，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
术及相关科学领域从事科技研究与开
发、普及与推广、科技人才培养或促进科

技与经济结合的科技工作者。
近年来，市科协以服务科技工作者

为己任，倾听科技工作者呼声，关心关
爱科技工作者，举荐表扬科技工作者，
团结引领科技工作者，为广大科技工作

者发挥专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下一步，市科协将持续营造全
社会尊重、关心、爱护科技工作者的浓厚
氛围，建成更有温度、更可信赖的科技工
作者之家。

“夏天的夜晚，是萤火虫出来的时间
那，微弱的光芒，不足以和太阳相比，但我
相信，当这些光芒汇聚起来也会放出耀眼
的光芒……”“枫叶就是秋天的信封，当信
封被风送出时，就代表一个出远门的孩
子，对家乡的无比思念……”走进霞浦县
牙城中心小学，一座诗意浓浓的“诗苑”矗
立在校内，漫步其中，一首首由学生创作
的诗歌映入眼帘，细细品读，让人不禁赞
叹孩子们对生活敏锐的感受力。

霞浦是中国诗歌之乡。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以汤养宗、叶玉琳、谢宜兴、刘伟
雄为代表的霞浦诗人，成为“闽东诗群”
的中坚力量和中国诗坛的重要方阵。近
年来，霞浦县通过举办青春诗会、海洋诗
会等全国性诗歌活动，打造独具特色的
地域诗歌品牌，涌现出更多地杰出诗人
和优秀诗篇。

以此为契机，2022 年 9 月，霞浦县牙
城中心小学开展“诗歌进校园”活动，引导
学生“畅游”诗歌世界，培育诗意校园。

诗歌教学方法如云，如何确保其实效
性和高效性？

霞浦县牙城中心小学的办法是，通
过“读写”两线融合，文化创建为支撑，以
平台为依托，让课程和活动为育人的落
脚点。

霞浦县牙城中心小学校长吴仙云介
绍，学校成立“枫林声”朗诵平台，每月
推读校友、学生以及霞籍诗人的诗歌作
品，常态化开展诗歌诵读和专场诵读活
动。日常课前一首诗等，做到六阶诵
读：即生生共读，师生携读，亲子伴读，
教师共读，行政引读。同时，采取送出
去、请进来的方式培养师生诵读，选派
教师参加省级经典诵读观摩，积极参加
各级各类的诵读比赛。利用地方资源优
势于去年六月在校内举行《大地的女
儿》叶玉琳诗歌朗诵会，将“诗歌进校
园”活动推向高潮。

诗歌创作之难，难在入门处。“最初孩
子们对现代诗了解并不深，我们也担心让
孩子们进行诗歌创作他们能否完成。”吴
仙云说。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学生初试牛
刀便小有成就，其中有三首学生创作的诗

歌被推荐发表在“人民日报”客户端上，这
大大地增加了学校开展“诗歌进校园”的
信心。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只要相信他们，
打开他们思维，他们就能为诗歌插上飞翔
的翅膀，创作出许多生动优美的诗句。”吴
仙云感慨道。

为避免学校诗歌教育流于形式，学校
还专门设置“诗歌、楹联”课程，每周两节，
并由专人负责教学，并成立“枫香林”文学
社，由 12 名教师作为社员，每周二开展读
书分享会。

此外，校内还建设有学校“诗苑”，诗
歌长廊等，将学生创作的诗歌悬挂于树
上，让诗歌迎风飘扬，成为学校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营造了浓厚的诗歌创作氛围。

“除环境建设外，为进一步激励孩子
创作诗歌，学校成立以地域命名的‘杨家
溪文苑’微刊，将学生好的作品收录其中，

供大家交流学习。目前，学校师生已在此
平台发表诗歌、文学作品共计 300 多篇。”
吴仙云说，不仅如此，学校还做到每月一
表彰，学生们创作诗歌的劲头更足了。

童心童言，诗意润泽。如今，随着霞
浦县牙城中心小学“诗歌进校园”活动的
深入开展，不仅学生们爱上了诗歌，养成
了读诗写诗的好习惯，家长们在孩子的影
响下也纷纷加入诗歌创作的队伍，在校内
校外掀起了学习诗歌的热潮。

“这就是诗歌的力量，让他们于潜移
默化中形成了阅读的良好习惯，在诗歌创
作中了解自己的家乡，感受文学的魅力。”
吴仙云表示，通过“诗歌进校园”活动，在
每一位学生心田上播撒的不只是诗歌的
种子，更是真挚的家乡情怀。在霞浦这片
诗意盎然的土地上，孕育诗歌新苗有了新
的希望。

□ 本报记者 吴枋宸

霞浦牙城

诗歌浸校园 诗意润童年

市科技馆开展“假期科普不缺席”系列科技冬令营活动

古田城东：“假日学校”点亮多彩寒假

我市2人获“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

科技辅导员带来了科学表演《嗨，你听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