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心人来了一拨又一拨
热心市民和爱心企业纷纷帮扶坚强老太一家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武春澍

“从报纸上看到这一家
人的遭遇后，感觉这个家庭
太困难了，非常同情，老太太
很坚强也很不容易。所以决
定帮帮他们，虽然东西不多，
但这是我们的心意，希望能
给他们带去一丝温暖。”3月2

日，滕州市远大建筑机械厂

的老板高述永给本报打电话
询问老太太家的地址，表示
想要帮助老太太一家。

同时，枣庄市义路同行
爱心志愿者联盟的一名负责
人王滨，在看到王培兰的报
道后，也立刻联系了报社，表
示 要 给 王 培 兰 一 家 提 供 帮

助，同时王滨还联系了联盟
内的其他义工。在得知王培
兰家的处境后，很多义路同
行 的 爱 心 志 愿 者 都 积 极 响
应，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一家。

“虽然我只是一个工薪阶层，
但当面对这样一个苦难家庭
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老太

太年纪那么大，还要照顾儿
子和孙子，这个母亲太伟大
了。虽然我捐的钱不多，但是
我希望他们一家人越来越坚
强，我也希望有能力的市民
能够献出自己的爱心，帮他
们 一 把 。”爱 心 志 愿 者 李 松
说。

爱心涌动，企业市民纷纷伸援手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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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中午，记者随同志愿
者、爱心市民和爱心企业等
近2 0人，来到王培兰一家。刚
进王培兰家的时候，记者等
人并没有看见王培兰老人，
只有陈永军和陈美飞呆在家
里，此时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而他们父子才刚吃早饭。记
者在屋子里看见锅里只留下
一些清水面条，陈美飞告诉
记者，奶奶不在家，这面条是

他和父亲一块做的。
滕州远大建筑机械厂的

老板高述永表示，他带着妻
子以及儿子、儿媳等人专程
从滕州赶到枣庄，并为老人
家带去了米、面、油等生活必
需品和一些慰问金。“我今年
5 9岁了，家里还有一位 9 8岁
高龄的母亲，做母亲不容易，
希 望 他 们 一 家 能 够 好 好 生
活。”高述永说。

当王滨把2 0斤食用油以
及义工捐助的 8 6 0元钱交给
陈永军时，陈永军紧紧地握
住王滨的手，由于不善言辞，
他只是不停地说着“太谢谢
您了。”

当看到王培兰家的情况
后，高述永当场拿出 2 0 0 0元
钱交给陈永军。“钱不多，但
这是我们的心意，收下吧，好
好生活。”高述永说。此时，来

自滕州市南沙河镇高庄村的
妇女主任王成云也拿出100元
钱给了陈永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王培
兰老人病了，现在正在治疗。

“奶奶生病五天了，她心脏不太
好，经常头疼犯晕而且两条腿
浮肿，由于难受得厉害，这两天
去医院治疗了，为了省钱她在
医院开完药单后，就一直在小
诊所治疗。”陈美飞说。

企业老板携家人专程看望老人一家

待在王培兰家的几个小
时里，枣庄市义路同行爱心志
愿者联盟的义工们给王培兰
家打扫了卫生。“能帮助他们
一点，我感觉很欣慰，我身体
也有残疾，深知残疾人的不容

易。”来自山亭区的2 3岁的义
工萍萍说。记者了解到，萍萍
小时候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
左臂。与萍萍一样，参加此次
捐助的义工魏建也是残疾人，
幼时因病导致双腿行走不便，

此次他也捐了50元。
记者等人临走时，王培兰

老人还没有回家，陈美飞将众
人送到门口。“谢谢你们的帮
助，你们都是好心人，我以后
会变得更坚强。”这句话，让

记者以及在场的人深感欣慰。
记者走出大门口，陈美飞站在
门内，努力地举起手向记者以
及其他人道别，由于身体不方
便，他的手举得不高，眼里满
含泪水。

陈美飞：“我以后会变得更坚强。”

在本报报道了王培兰老人一家的情况

后，很多爱心企业和市民伸出援手，为他们家

送去了关怀。3月4日，滕州远大建筑机械厂的

老板和枣庄义路同行志愿者一道，给他们一

家送去生活用品和慰问金，爱心市民的义举

再次温暖了这个不幸的家庭。

志愿者与爱心市民看望老人一家，并送去了生活用品。

为表达心意，高述永将钱放到陈永军手中。

家校共建 和谐幸福
----薛城双语实验小学特色教育发展纪实

薛城双语实验小学是一所
寄宿制小学，在校学生1600余名，
80%为寄宿生，6--12岁的孩子远
离家庭，远离父母，远离亲情，与
走读学校的学生相比，更容易产
生心理问题。同时，家长对于教
育责任的误读让他们不仅疏离
了亲子感情，更疏离了应有的家
庭教育，造成了家校双方教育的
不协调。为此，学校新一届领导
班子于2009年多次调研论证后确
立了“家校共建”的办学目标，并
初步制定了中长期共建计划，旨
在通过家校牵手互动，促进双方
相互了解，统一教育理念，协调
教育行为，拓展亲情沟通渠道，
给学生提供健康、和谐的成长环
境，让学生在被教师、父母共同
关注的美好氛围里自然生长。

一、组建家长委员会，为共
建树一面旗帜

家长委员会建设是共建工
作的核心和灵魂，因而，筹建校
级家长委员会成为学校共建工
作的首要项目。2010年2月1日，学
校推出了首届家长委员会成立
通知及家长委员招募条件。3月24
日，通过家长自愿报名及班级推
荐两种方式产生了100多名家长
委员，我校首届校级家长委员会
正式成立。作为家校共建体系中
最重要的形式及载体，家委会甫
一诞生便显示了其强大的号召
力及执行力，每周两天的家长委
员进校执勤体验、每月一次的家
校联席座谈会，每学期一次的家

委会主题活动，以及每年一次的
主任委员隆重招募选举，兼之不
定期的参与学校各类大中型活
动，担当组织者、策划者、引领者、
提供者的多重角色，

随着家委工作持续深入的
开展，学校不仅收获了和谐的家
校关系，深厚的亲子感情，丰硕
的办学成果，高度的办学美誉，
同时更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过程
性资料，与家长委员们结下了真
挚深厚的友谊。在学校于2010年7
月建设的“常春藤”家长工作室
里，近千盒家校共建档案资料密
密排列，无声记录并诉说着三年
建设历程中的点点滴滴。生动的
故事，感人的场景，抛洒的汗
水，飞扬的创意……都在安静
的蛰伏里累积沉淀成温馨芬芳
的回忆。

今天，以主人翁精神和责任
感参与学校教育，学校公益的委
员队伍越来越壮大。在学校“绿
丝带”志愿者活动中，他们的身
影已成为学校内外一道寻常却
又不寻常的风景。

家长委员会的成功组建及
强大力量，为双语家校共建工作
竖起了一面美丽旗帜，让茫然变
成明确，让质疑变成坚信，让犹
豫变成行动，让隔阂化为彩虹，
让单薄化身厚重！让共建工作披
荆斩棘，一往无前!

二、举办开放亲子活动，为
亲子绘一条虹桥

疏离了爱的童年，是残缺的

童年，没有亲人牵手的成长，是
孤单的成长！在学校就读的1600
名学生中，有1200名寄宿生，而选
择寄宿的背景，多是父母工作生
意繁忙，无暇照顾，或是单亲及
失亲家庭，再也没了亲情的眷
顾……目睹孩子们忧伤的思念，
眼眸中寂寞的眺望，我们感到真
切的心疼。为此，学校和家委会
将家校共建的第二个重要形式
定位为“定期举办必要的亲子活
动”，为亲情互动，家校互读搭建
一座畅通开阔的桥梁。

三年来，学校共举办全体家
长参与的大型亲子活动九次，其
中，每年六月一日的“六月放歌”
亲子同庆活动两次，每届毕业生
离校的“童年离歌”亲子毕业典
礼两次，每年春季组织的“桃花
春风四月行”亲子游园活动两
次，每年元旦组织的“亲情嘉年
华”新年庆祝活动三次，更有级
部班级组织的小型亲子活动数
次……一次次亲子活动，带给孩
子们的是惊喜，带给家长们的是
惊叹，带给学校的，则是无限感
动与欣慰！

三、组织家庭教育联盟，为
家长搭一座平台

如何让家长有效沟通？如何
让优质家庭教育经验实现共享？
如何让教育理念达成一致？如何
打造家长头脑风暴？……在教育
理念愈加多元的今天，在众多家
长对孩子束手无策的家庭教育
现状下，家委会除了加强家校共

建，似乎更应该打造“家家共建”，
即组织家长形成教育联盟，实现
资源共享，观点碰撞，在一次次形
式多样的沟通交流甚至争辩中，
加深对教育的认识，理清对教育
的误读，分享对教育的经验。

2011年春季，家委会和校委
会主要成员一起提出了“家庭联
盟”的构想，尝试创建家庭教育联
盟，为更多家长搭建一个可以面
对面交流的平台。3月21日“优秀家
长委员古城双日游暨首届家庭联
盟成立仪式”在古城台儿庄举行，
以这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拉开了
家庭教育联盟的神秘帷幕，也由
此把双语的家校共建工作推上了
新的台阶。2011年六月，我们一
鼓作气出台了系列“家庭联盟”
组织及活动方案，并在班级层
面开始推广。

各班级家长委员会协助班级
成立“优秀家长资源库”，吸收优
秀家长加入，家长与家长之间相
互联系，让个人教育经验实现共
享。同时拓展联盟内容，使得家庭
互访、家庭同游，家庭互动成为学
校教育之外最为活跃的自发民间
组织。一位家长说，有了这种联
盟，独生子女的孤独和自我现象
开始有所改变，真正接触接受同
龄人，学会交友，学会合作、学会
分享宽容。

在家校共建的平台上，学
校家长委员会整体工作取得
了明显的效果，得到了上级、
社会、家长的广泛认可和赞

赏。自2010年薛城区家长委员
会建设现场会之后，新华社国
内部评论室、山东省中小学家
长委员会、市、区教育局的领
导们多次莅临双语家长工作
室现场指导，多家媒体记者多
次到校进行专题采访。共建工
作经验分别在多家权威媒体
报道，第二任家委会主任王欣
女士被评为枣庄市级三八红
旗手。同时，不断涌现出一大
批优秀的家长委员，2 0 1 1年1
月，学校隆重召开了首届优秀
家长委员表彰大会。她们的感
动名片感动了全体家长，感动
了双语，也为自己的孩子点燃
了一盏闪烁着人性光芒的明
灯。

今天，作为双语实验小学
学校全新的办学目标和办学
特色，学校已用行动践行着对
家校共建的追索和理解，在已
有的基石上，更加重视过程性
目标，完善形成性评价，让孩
子在家庭、学校的共同关注
下，体魄更健康，心灵更丰满！

我们深深懂得，学校不是
一座孤独的城堡，重门深锁的
教育，不可能培养出思想完
整，感情丰富，人格健全的社
会人；缺少合力的教育，不可
能达成教育的和谐化，完善
化，有效化；缺失爱的教育，不
可能成就爱自己，爱亲人，爱
民族，爱生活的未来之人才！

(孙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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