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民生生

20133年2月11日 星期五 编辑：李婷婷 组版：王娜

今日枣庄 C03

经本报报道后，殷宪平拿到了被扣津贴，为表达感激之情；他———

手摇轮椅三十多公里送锦旗

创建特色品牌 奏响“孝德”旋律
——— 枣庄市峄城区古邵中学“孝德”教育特色发展纪实（下） 李成华 孙启晖

“行孝积德” 学会感恩
组织开展“学会感恩，孝敬父母”征文

活动。全员参与，每班择优选取两篇，评选

出优秀者予以表彰。征文参考题目：《我的

父亲母亲》、《写给父母的话》、《父母的手》、

《还给父母一个吻》、《我和父母在一起》、

《父母的相册》等。

布置爱心家庭作业。从小事做起，开展

“七个一”活动，即：给父母端一杯茶，给父

母洗一次脚，帮父母洗一次碗(或做一次家

务)，在中秋节那天给父母送上一句祝福(或

一份礼物)，让父母满意自己的一次决定，

给父母交一份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或成

长计划)，用不同形式和父母交流一次感情

(或说一次心理话)。

积淀凝练 铸造品牌
组织孝德教育特色创建工作小组相关

人员进行经验总结，把成功的、效果显著的

经验凝练成较为稳定的教育理念，并形成

古邵中学孝德教育特色品牌。

以既成孝德教育特色品牌放之于全区

兄弟学校进行观摩检验，以成功赢得社会

的认可，切实做到“真金不怕火炼”，最终形

成“特色项目、学校特色、特色学校、品牌学

校”四个层级目标梯次推进，达到以特色教

育深化素质教育的目标。

例如结合母亲节、父亲节开展“孝敬父

母月”活动，教学生从生活的细微处着手，

从身边的点滴做起，积累“行孝”经验：记住

父母的生日，送父母一张生日贺卡，给父母

写一封信，对父母说一句感谢的话，为父母

做一顿饭菜，与父母一次拥抱，给父母洗一

次脚，与父母谈一次心，承包一项家务劳

动，唱一首好歌送给父母，为父母制作一件

礼物等等，让学生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孝

敬父母，让学生和家长都在“行孝”实践中

体验感恩回报的温情。又如“九九重阳敬老

月”活动，孩子和爷爷奶奶们携手登高，听

长辈讲述他们的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学

校和社区共同开展“老少同乐”联欢会，祖

孙两代人老少同乐，拉近心理距离，增添孩

子对老人的理解和敬意。在假日中，开展

“今天我当家”实践活动，家长与子女互换

位置，学生们全程体验“当家”的感受，深刻

体会家长的辛苦与劳累，从而认识到该如

何关心父母，向父母尽孝心。

增强学生孝德行为实践的持续性。学

生总结自己“学孝”、“行孝”的感受和体会，

如征文比赛、演讲赛、手抄报等，丰富学生

亲情与爱心方面的理性认识。学校不断地

发现典型，树立孝德标兵，利用国旗下讲

话、黑板报、宣传栏各种渠道介绍表扬孝敬

父母的典型及其事迹。表扬鼓励的同时及

时批评制止那些不良行为，增强学生的是

非观念和道德选择能力，使自发的“行孝”

行为成为有意识的习惯，学生孝德行为实

践得以持久。

家校牵手 育时代新人
家校牵手，促进家庭孝德教育最优化。

学校和家长因时、因事、因地采取面谈、书

信、电话、“家校通”网络等形式，不拘一格

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有利于孝德教育效果

的反馈，便于学校有针对性地选择或改进

个体教育方式，有利于家长了解并积极参

与学校孝德教育活动，监督并评价学生在

家“行孝”实践。

为更好促进家校牵手，学校成立家长

委员会或“家长学校”，吸收家长参加学校

管理；召开“要孩子孝敬父母，家长应该怎

么做”家长研讨会，家长们现身说法，交流

教育孩子的得与失；举办家庭教育讲座，邀

请专家指导家长孝德教育的正确方法和具

体做法；开展学校“开放日”、亲子活动，使

家长与孩子各自更好地发挥作用，形成他

们之间优势互补的趋势。

开展专题培训
提升教师孝德教育水平

学校将拨出一定的资金专门用于创

建工作的开展，并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

方式促进教师教育能力的发展。例如请

专家指导：聘请有关德育教育专家、知名

教育人士开设讲座、举行报告会、开展孝

德教育咨询，提高教师的德育理论水平。

不定期派老师外出取经：组织教师走出

校门，到知名学校汲取先进经验，加强同

有关学校的日常联系，并形成经常性的

考察交流，相互学习借鉴。同时校内组织

培训班：不定期举办短期培训班，有计划

地开展专题培训，提高教师孝德教育水

平。学校将此项活动纳入德育常规教育

内容，使“感恩教育”、“孝德教育”制度

化，建立了长效机制。

在古邵镇古邵中学，孝德教育各项

活动中，该校注重学生的着眼点和兴奋

点，用具有鲜明时代感的内容和形式来

激发学生，影响学生，使学生在积极参与

中心灵受到触动，精神得到提升。学校将

孝德特色教育，创建特色品牌不断引向

深入，促进教育教学工作不断创新。愿古

邵中学教育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本报枣庄1月31日讯 (记
者 马明 李淼) 1月18日，
本报C02版刊登了《社保发的
津贴被原单位截留》一文，因
工伤致残的殷宪平领取到了
被截留的津贴。1月31日，他带
着一面题有“齐鲁晚报影响
大，为民服务好记者”的锦旗
来到报社，对齐鲁晚报给予他
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据了解，殷宪平原为薛城
区天然焦煤矿的一名职工，
1996年3月，年仅29岁的殷宪
平在薛城区天然焦煤矿井下

作业时，突然发生冒顶事故，
矿顶坍塌时砸中他的腰椎，
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造
成身体重度残疾，经鉴定为
二级伤残，一直卧床至今。
薛城区医疗保险处每个月
给他的2 6 1 7 . 8 3元津贴也被
矿上扣下，这让他的生活变
得更加艰难。报道刊登后引
发了薛城区医保处的高度
重视，薛城区医保处的工作
人员在1月1 8日前往薛城区
天然焦煤矿调查此事，要求
天然焦煤矿立即将工商保
险伤残津贴和护理费发到
殷宪平手中。1月19日上午，
殷宪平收到了被原单位截
留的23560 . 47元的费用。

殷宪平收到钱后非常

高兴，多次给记者打电话表
示谢意，每次都想要当面致
谢。记者考虑到他行动不便，
多次谢绝。1月31日，令人感动
的一幕出现了，当天上午10点
左右，记者接到了殷宪平的电
话，说要致谢记者，当记者想
要谢绝时，他告诉记者他已经
在本报编辑部楼下了。记者见
到他时，看到他的脸已经被冻
红了。

殷宪平住在薛城区陶庄
镇，而本报编辑部位于市中
区振兴路，三十多公里的路
程，殷宪平靠着手动轮椅一
点点摇着，1月31日气温不是
很高，一路上殷宪平摇累了
就歇会，就这样他历经两个
多 小 时 ，才 来 到 本 报 编 辑

部。见到记者时，殷宪平握
着记者的手，不停地感谢。
记者问他冷不冷，殷宪平略
带 哽 咽 道 ：“ 不 冷 ，看 见 你
们，心里面热乎着呢，我虽
然常年卧床，行动不便，但
我一定要来报社向你们表
示感谢，是你们的帮助才让
我的生活得以好转。”他表
示，记者帮忙要回的钱是他
治病的救命钱。“你们是我
的恩人，所以，我一定要当
面感谢你们，不然我心里会
感到不安。”他说。

殷宪平告诉记者，他心
中充满了感激之情，一定要
送一面锦旗，以最平凡而又
最尊重的方式表达了他对
齐鲁晚报的深深感激之情。 本报1月18日刊登关于殷宪平的津贴被截留的报道。

放寒假一些学生在家无聊

凌晨三点还在网上“找乐子”
本报枣庄1月31日讯(记

者 张旋 通讯员 于殿
晨) 寒假到来，学生们不用
每天去学校上课，减轻了学
业的负担。但是对于大部分
学生来说，轻松的寒假虽然
也很快乐，却也显得有些无
聊，显然突然闲了下来的学
生有些不适应了。

1月31日，记者对市中区
一所小学的一个班级学生进
行了调查。经了解，寒假放假
后，大部分学生都进入了完
全放松的假期生活状态，除
了每天几小时写作业之外，

大部分时间就是看电视和上
网。据统计，在这一个班级的
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
生会在寒假期间参加辅导
班，其余学生则没有做任何
安排。“这两天放假在家，就
是写写作业，看会电视，其他
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一名小
学生说。同时，不少学生也表
示，虽然不上课了，但感觉挺
无聊的。

“我在家就爱看电视，上
网，每次放假我都是晚上十
二点左右睡觉，有时候凌晨
三点才睡。”小学生吕尚说。

当记者询问为什么看到这么
晚，吕尚告诉记者他觉得放
假挺无聊，就只能上网找些
好玩的事情。据了解，班级里
近一半的学生在假期的睡觉
时间都要在十点以后。

面对孩子假期中无聊的
现象，一些家长表示很无奈。

“寒假一到，我就犯愁，不知
道怎么让孩子又高兴又有意
义地过一个假期。”学生家长
于女士说。据了解，一些家长
希望孩子能在假期中仍能学
点东西，就会安排孩子参加
一些辅导班或培训班，但由

于有些学生自身不愿参加，
这项计划也就只好“夭折”
了。“虽然想让他再学一点，
但是考虑孩子平时上课也辛
苦，假期不愿意学就算了。”

同时，一些家长表示，想
要让孩子多参加些有意义的
活动，却也因各种原因很少
实现。“我们家长都要上班，
没有时间带他参加一些活
动，去参加社会上组织的活
动又担心孩子的安全。这一
纠结，孩子活动的计划也很
难成行。”至于如何安排孩子
的假期，家长非常苦恼。

对于学生寒假中的空虚
和家长不知如何安排学生的
寒假生活，学校老师给出了
一些意见。小学老师于老师
建议，学生在假期相对平时
有更多自由时间支配，学生
们可以看一些有益的经典图
书并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
惯。同时，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也可以丰富孩子的假期生
活。“假期学生们可以走进社
区，走进敬老院等，这些活动
既有意义，也能增加学生的
经历，让他们对生活有所体
验。”于老师说。

发35万救助金

帮助贫困母亲

本 报 枣 庄 1 月 3 1 日
讯 (记者 杨霄 通讯员

翟姗姗 ) 1月 3 1日下
午，枣庄市妇联、市计生
协会在枣庄市司法局九
楼会议室召开全市“关
爱母亲关爱女孩”工作
座谈会，共发放救助金
3 5 万元，救助计生贫困
母亲350名。

2 7个受助计生家庭
代表来自各区市，其中
18人为计生贫困母亲、9

人为计生家庭贫困在校
大学生。计生母亲作为
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年
来许多计生母亲还生活
在贫困之中，她们或因
为身患疾病而丧失了劳
动力，或因知识的匮乏
而与社会脱节，或因积
弱积贫而艰难度日，为
改善计生贫困母亲的生
活 ，帮 助 她 们 治 穷 、治
愚、治病，特申请救助金
3 5 万元，救助计生贫困
母亲350名。妇联和计生
部门近年来先后开展了

“妇女小额贷款”、“两癌
筛查”、“十百千帮扶工
程”等救助活动，切实保
障困难妇女群众的基本
生活，增强计生贫困母
亲生活信心和自我发展
能力。

为加强春节期间
消防安全工作，1月31

日，市工人文化宫特
邀请市中公安消防大
队，举办了消防安全
知识讲座。消防官兵
分别对用电安全、防
火安全、火灾自救、灭
火设备使用等具体内
容进行讲解，提高了
广大职工、群众的安
全消防意识。

本报见习记者
袁鹏 本报通讯员
杨艺 摄影报道

市民学救火

市市民民在在消消防防官官兵兵的的指指导导下下练练习习使使用用干干粉粉灭灭火火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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