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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阳

校园

父母打工去 孩子怎么办

““成成长长记记录录袋袋””助助留留守守儿儿童童成成长长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家长走出农村去城市打工，与此同时，留守儿童成为一个越来越

受关注的群体。为了使留守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济阳县崔寨镇萃清小学等学校推出“成
长记录袋”，架起了学校和家长沟通的桥梁。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赵伟
通讯员 张静） 12日，济阳县城

管执法局召开城区学校周边环境整
治座谈会，将采取一系列做法加强
学校周边环境整治。

针对学校周边上学及放学期间
摊贩占道经营问题，与会各分管校
长发表了观点和看法。济阳县城管
执法局局长王连泉介绍了下一步的
整治措施，要求各市容执法中队与
辖区学校加强沟通衔接，上学、放学
期间要安排重要力量在校园周边重
点蹲守执勤；建立校园周边流动商
贩档案，逐个对流动商贩进行劝导，
引导商贩到附近便民市场规范经
营。此外，还将在城区中小学校、幼
儿园周边展开一系列的宣传工作，
积极引导学生及家长拒绝购买流动
摊点出售的食品，从源头上控制占
道经营现象。

校园周边流动商贩

今后将建立档案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孟燕
实习生 贾君婧） 近日，在曲堤中学
四届四次教代会上，25位教师代表向
学校提出多条建议，这些建议将在学
校研究审核后，出台制定相应政策。

“希望教室内能更换成深色窗
帘，提高白板的使用率。”教代会上，
教师代表赵训忠提出建议。宋希霞
建议购买PPT激光翻页笔，提高多
媒体的使用效率。另外，不少教师代
表也提出“学校车位规划”、“改善厕
所状况”等建议。

“对于这些提案，征集小组已经
立案并提交学校研究审核，之后将
制定出台相应的政策，采取相应的
措施。”曲堤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只要教师提出的建议合情合理，对
学校的发展和教学具有指导性意
义，肯定会采纳。

曲堤中学教代会上

教师向校长提建议

为引导更多的用户了解电子银
行的环保特性，提高电子银行的使
用率和社会认可度，近日，济阳农商
银行在全县开展“电子银行环保日”
宣传活动，营销宣传队走进山东英
才学院，结合学生生活、学习和工作
状态的不同，进行宣传和营销，让更
多师生了解电子银行的环保特性，
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修丽萍）

济阳农商银行

进大学宣传营销

为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性思维，激发孩子对家乡、对祖国的
热爱，近日，孙耿镇中心小学举办少
年绘画大奖赛。比赛以“爱我家乡 放
飞梦想”为主题，以美丽家乡孙耿镇、
济阳为创作内容。（杨悦 贾君婧）

孙耿镇中心小学

举办绘画大奖赛
本报11月14日讯 (见习记

者 贾君婧 通讯员 王修
生) 近日，济阳县实验二小保
安赵立申到银行存钱，柜员将
收据及各种单据给赵立申后却
忘记了收钱。当晚，赵立申得知
自己并未将钱付给银行，第二
天一早将钱送到了银行。

64岁的赵立申是实验二小
的一名保安，每月领着1000元
的工资，两年来，跟老伴省吃俭
用攒了10000元钱。10月31日上
午，赵立申与老伴准备将10000
元钱存到银行。“当时很麻烦，
各种单子我都得仔细看，就马
虎了。”赵立申说，没想到银行
柜员也马虎了，竟然给他开了
单据没收钱。

“我回到家换了件衣服就
出了门，直到晚上7点左右银行
的人来了，我才知道他们少了
10000元钱，当天只有我去存了
10000元钱。”赵立申说，但他在

去银行时穿的衣服里并没有找
到钱，他也不清楚钱在哪里，银
行的工作人员只好离开。之后，
赵立申思考当天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老伴给我缝口袋时掏
出去了？”赵立申坦陈自己的妻
子有点糊涂，竟忘了白天曾在
口袋里掏出10000元钱。找到
10000元后，赵立申立即与银行
取得联系，并在第二天将钱送
回了银行。

“虽然俺们老两口攒这
10000块钱不容易，但是如果
我不把这些钱送回银行，我
心里会很难受的。而且这已
经是银行的钱了，就应该还
回去。”说起还钱的行为，赵
立申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
不起，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
做的事情。

记者了解到，赵立申作为
一名保安，在自己的岗位上也
是一丝不苟。“老赵这个人最大

的优点就是认真，按原则办事。
不论是领导还是家长，只要想
进学校，老赵让他们都必须
签字。老赵在这里当保安，我
们放心。”实验二小相关负责

人牛玉兴说，当初赵立申在
学 校 旁 边 的 儒 苑 小 区 当 保
安，就是看到他认真负责，自
己才请他到学校来当保安，到
现在已有4个年头了。

办办了了万万元元存存款款，，银银行行竟竟忘忘收收钱钱
银行发现后找到储户，储户及时将钱送还

校园短讯

教师常常教育学生要学会快乐
生活，而作为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
榜样示范。近日，孙耿镇大路民族小
学倡议每一位教师“带着快乐走进
课堂”，力争打造一支快乐的教师团
队。 （杨悦 贾君婧）

一小学倡议教师

带着快乐走进课堂

暂住证，家庭收入表，成绩单，
老师与家长意见书……这是在萃
清小学学生李钰的“成长记录袋”
里的东西。李钰的父母是崔寨镇的
外来居民，虽然在崔寨镇打工，但
平时在家的时间并不是很多。“成
长记录袋”是父母对她学校生活最
直接的认识来源。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当
下，崔寨镇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
工，“有的每天早出晚归，跟孩子面
对面交流的时间不多。有的每隔一
段时间才回来一次，好一点的一周
回来一次，比较忙的就半年才回来
一次。”

据了解，目前，萃清小学共有
1500名学生，有接近800名学生为
住校生。据该校负责人介绍，从办
校至今，萃清小学一直在实行“成
长记录袋”制度，由班主任每隔一
段时间交给家长看一次，让家长
具体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所作所
为，同时，请每位家长看后签署意
见，使学校和家长能更好地沟通，
以便更好地教育留守儿童。

“我们希望用‘成长记录袋’
记录下孩子在学校中的点滴，让
家长放心，解决家长的后顾之
忧。”萃清小学相关负责人杨吉福
介绍。

看完“成长记录袋”

学生情况一目了然

“记这个东西没有准确
的时间，学生只要发生什么
事，不论好的坏的，我都赶
紧记下来。最起码每天要总
结一次。”工作已3年的萃清
小学六年级班主任姜琰说，
记“成长记录袋”已经成了
一种习惯，看到学生尤其是

留守儿童有一点点的变化，
就想要记下来让他们的父
母看到。

据了解，萃清小学老师
多为年轻老师，活力大、干
劲足，更便于“成长记录袋”
制 度 的 实 施 。大 到 考 试 成
绩、小到学生的写字习惯，

都是“成长记录袋”里的内
容，很多看起来微不足道的
事情，在老师和家长眼里都
是大事。

姜琰说，“成长记录袋”
的内容就是学生日常生活中
的事情，无论好坏都在记录
范围内。

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事，都会被老师记录下来

1 . 5万名农村娃有了“成长记录袋”

“我们每天都写日记，每
周末放假时就拿回家给爸妈
看。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看我写
的日记，而且还很愿意听我讲
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正在读
五年级的杨帆说。其实，“写日
记”只是学校让学生跟家长互
动的一种形式。学生们不知道
的是，老师还会不定期地将他
们在学校里的表现以“成长记
录袋”的形式交给家长。

五年级班主任霍晓霞
说：“‘成长记录袋’里的部分

内容肯定不能让学生知道，
比如成绩排名之类的，如果
学生知道的话，会对他们起
到不好的作用，这算是我们
跟家长之间的‘小秘密’。”

“成长记录袋”给家长
看到的是他们的孩子在学
校里各方面的优点和不足，

“包括德育方面、学习方面、
课外生活方面取得的一些
成绩，甚至孩子犯的一些错
误，我们都记录下来，每学
期期末让孩子拿回家。”萃

清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为解决当前农村

孩子的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问题，
济阳县制定留守儿童专门档
案和联系卡，为留守儿童营
造了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为了确保他们的健康成长，
全县110多处中小学通过建
立留守未成年人“成长记录
袋”，在1 . 5万名农村孩子和
外出父母之间架起了一座沟
通的桥梁。

萃清小学某学生“成长记录袋”中的“帮扶表”。 见习记者 贾君婧 摄

萃清小学学生的“成长记录
袋”。 见习记者 贾君婧 摄

见习记者 贾君婧
通讯员 刘军 杨吉福

赵立申查看学校监控。 见习记者 贾君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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