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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生生每每天天必必须须至至少少锻锻炼炼一一小小时时
烟台对初中和小学音体美课程实施刚性管理

细心照顾九旬瘫痪公公6年，赢得邻里写稿称赞

有有这这样样的的好好儿儿媳媳，，老老了了是是何何等等的的福福气气

本报烟台2月23日讯（记者
李楠楠） 23日，烟台市教育

局发布《关于实施义务教育学
校音体美课程刚性化管理的通
知》，要求全市初中和小学的学
生每天至少锻炼1小时，各级学
校要开足音体美课程，对经查
实挤占音体美课程的学校，责
令限期整改，进行通报批评。被
通报批评两次及以上的，取消
学校及校长当年评先树优资
格，对学校有关责任人进行问
责。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中小
学音体美教育，开满音体美课
时，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烟台市教育局决定实施义
务教育学校音体美课程刚性化
管理。其中，体育课，小学1-2
年级每周4课时，小学3-5年级
和初中每周3课时；每天上午统
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
动；在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学校
要在下午第二或第三节课后，
组织学生进行一小时集体体育
活动。音乐、美术课，小学每周

各2课时，初中每周各1课时。
要求各义务教育学校必

须严格按照规定足额安排音
体美课时，要于开学前将本学
期课程总表报县市区教体局
审核备案。各学校必须严格按
照审定的课程表开设音体美
课程，不得删减，未经批准不
得调整。特殊情况确需临时调
整音体美课程的，必须向县市
区教体局提前一天报备。因天
气原因室外体育课可调整为
室内体育课，但不得取消。各

县市区教体局要将县域内所
有义务教育学校（包括公办、
民办）课程总表电子版于开学
前报市教育局；经批准临时调
整的音体美课程情况也要及
时上报；市属有关学校直接报
市教育局。

要求市、县两级教育行政
部门加强对音体美课程实施情
况的监督检查，根据学校上报
的课程总表和临时调整表，定
期对学校开课情况进行明察暗
访，并在期中考试前、期末考试

前等关键时间节点和初四毕业
年级进行重点检查。鼓励学生
及家长、社会各界对学校音体
美开课情况进行监督，接到举
报将进行调查核实。

对经查实挤占音体美课
程的学校，将责令限期整改，
并进行通报批评，在媒体予以
曝光。被通报批评两次及以上
的，取消学校及校长当年评先
树优资格，对学校有关责任人
进行问责，并与校长职级评定
挂钩。

文/片 本报记者 张伟

别人一提到儿媳
老人就竖起大拇指

2月18日，齐鲁晚报记者
来到韩老先生家时，54岁的王
宝华正在给老人喂水。她在老
人胸口垫了一块毛巾，把一个
小茶碗送到老人嘴边，大约一
分钟之后，王宝华拿开茶碗，
擦净老人嘴边的水渍。

“老人年纪大了，吞咽有
些困难，喂水的时候得格外注
意，茶碗里水多了，会呛到他，
水少了又喝不着。”在王宝华
喂水期间，记者留意到，王宝
华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

王宝华介绍，老人 2008
年和他们搬到一起住，在 2011
年身体出现不适，不能走路，
随后瘫痪在床，也就是从那时
起，王宝华一直在老人身边，
伺候老人日常起居。“前两年
老人胃口挺好，现在不行了，
每天我都想着法子给他做些
既有营养又好消化的。”

王宝华每天 5 点就早早
起床，先出门去接山泉水，回
来后就马上给老人做早饭。天
暖和的时候，王宝华和丈夫会
把老人抱到屋外晒晒太阳。老
人喜欢听黄梅戏和小品，他们
会下载下来经常放给老人听。

每逢有人来探望老人，老
人都会很激动，虽然言语上没
法表达，但他会一直竖着大拇

指，眼中含泪。“这是老人在夸
儿媳，别看老人动不了，心里
很亮堂。”几位小区居民说。

孝心感动小区居民
自发写稿赞扬她

记者一提起王宝华，在小
区院里几位打牌的老人停下
来。“这个儿媳妇没的说，因为
照顾公公，她平时根本没时间
出门，偶尔碰见说不了两句话
就着急往家走。”

熟悉王宝华的几位老居
民介绍，原本王宝华可以找份
工作，为了照顾老人，王宝华
就没再找。“自从老人瘫痪后，
王宝华把心思全部放在老人
身上，她照顾得很细心，老人
精神好，身上从没长过褥疮，
就是亲儿、亲闺女也不一定能
照顾得这么好。”

2015年10月的一天，王宝
华的丈夫骑电动车出门时发
生交通事故，需要住院治疗，
但家里只有王宝华自己。“那
时说实话有点着急，但沉下心
想了想，老人住在我家，不能
让老人受委屈。”和丈夫商量
后，王宝华雇了名护工在医院
照顾丈夫，她在家做好饭菜
后，找别人往医院捎饭。“我对
象在医院住了一个月，这期间
我一共去看了五六趟，差不多
站站就走。”王宝华说，家里交
给别人，她心里放心不下。

王宝华的孝行，小区不少
居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几位

居民谋划很久想写文章赞扬
赞扬，但苦于“墨水不多”，后
来，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受大
家之托，写下篇表扬稿。稿子
最后写道：当你老了，不能动
了，如果能遇到像宝华这样一
位晚辈陪护在你的身边，是何
等的福气啊！

爱心是一种传递
老人先树立了榜样

说起自己的所作所为，王
宝华说，是老人给她给全家人
树立了榜样。

“1995年，我婆婆生病瘫痪
在床，那时候我们不仅要上班，
还得照顾孩子上学，精力有限，
只有我公公在那里照料。”王宝
华说，逢年过节在一起，看着病
床上的老人心里就很内疚。“后
来公公说，你妈这边交给我就
行，你们放心上班。”

公公一直无微不至地照
顾婆婆 5 年，直到婆婆去世。

“我曾问过公公，是什么让他
能这样细心地照顾婆婆？公公
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打
拼，很少照顾到家里，是婆婆
一手撑起这个家，婆婆是他的
恩人，他得感恩。”

这席话，王宝华听在耳中
记在心上。照顾好公公，让他
安享晚年，成为王宝华的一个
心愿。面对大家的赞誉，王宝
华说，其实她只是做了一个晚
辈应该做的，也只有这样做，
她觉得自己心里面才踏实。

泰安泰棉小区，94岁的韩老先生瘫痪在床已经6年，连说话都
很困难，但每逢有人前去探望，老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家里有
个好儿媳。自从老人瘫痪后，儿媳王宝华就一直在身边照顾，端水
喂饭、翻身按摩，伺候老人日常起居。她因此连出门拉呱、跳广场
舞都成为一种奢侈，但这一切王宝华都没有一点儿怨言。

老人竖起大拇指夸赞儿媳。 本报记者 张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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