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小的时候，每年过年，爸爸妈妈都
会带着我回老家瀛湖过。 可是，最近三年，
因为疫情，我们哪里也不敢去。 今年过年，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我们又能回到
老家， 和家族的亲人们一起过一个团圆年
啦。

大年三十晚上， 三婆婆带领着家族女
将们， 将精心准备了好几天的年夜饭端上
桌的那一刻，满桌饭菜的浓香，将年的味道
送到了大家面前。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将
年的帷幕“呼”的一声拉开。

最聒噪的， 莫过于我们这一群小孩子
的喧闹声；最灿烂的，莫过于长辈们脸上的
笑容；最幸福的，莫过于几个婆婆、婶娘，还
有妈妈。

家族中的老少， 按照家族吃饭的规矩
入座后，亲人们频频举杯，话团聚、说防疫，
无不感慨。 满桌的美食让我和我的兄弟姐
妹馋得直流口水，排骨啦、鱼啦、鸡啦，这些
美味冲击我们的味蕾。

再看看爷爷和三爷爷， 他们一边聊着
家常，一边笑呵呵的频频举杯，那是我见过
最灿烂的笑脸了。 三爷爷的眼睛都眯成了
一条缝了，脸上的皱纹挤在一起，他们都七
十多岁了，却笑得像小孩一样开心。爸爸边
说边手舞足蹈地和五爹互相诉说着这些年
的趣事。

那顿饭的气氛， 好像桌上的饭菜没那
么重要了， 一家人在一起聊家常反倒成了
主要内容。以至于到了夜里零点，大家都还
没有睡意，看春晚、喝茶、嗑瓜子、放花炮，
好不热闹。

除夕的夜，是一个无眠之夜。夜空中不
时有烟花绽放，五彩缤纷，煞是壮观。

这浓浓的中国年的气息， 包裹着我们
每个人。我不禁想到：我们的年味之所以这
么浓，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这么美好、幸福，
多亏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只有祖国强
大了，她的人民才会幸福、安康。

（指导老师:朱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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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在我看来，成长是有滋有味的，这其中有开

心的甜蜜，有难过的酸楚，有郁闷的苦涩，还有气
恼的辛辣。

感受最深的，还是心底那一种甜蜜的滋味。
记得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放学后，我照例

去英语班上课。 可是那一节课，我怎么也提不起
精神，耷拉着脑袋，双眼无神地看着课本发呆。 突
然，同桌戳了我一下 ，我疑惑地看着他 ，他小声
说：“老师叫你回答问题。 ”我慌忙站了起来，像个
呆头鹅似的看着老师，什么也答不上来，老师见
状挥挥手示意我坐下了。

我的反常，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可一整
天我都没有收到爸爸妈妈的祝福。

那天早晨，我一睁眼便开始期待着，期待着
爸爸妈妈突然捧出生日礼物；期待着餐桌上摆放

的生日蛋糕； 期待着妈妈唱的一首 《生日快乐
歌》。 但直到英语班都下课了也没有等到我盼望
的。 一切平常得就像一个普通的日子，我的心情
也从最初的兴奋与期待转变为失落与难过。

回家途中， 坐在车里我还试图安慰自己，可
能是爸爸妈妈忙忘了。 一路上我总觉得心里堵得
慌，什么话都不想说，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 等车
回到了地下车库停车， 妈妈对我说：“你别着急
走，帮忙去后备箱搬下东西。 ”我悻悻然地来到了
汽车后备箱前，随着后备箱车门缓缓打开，只见
后备箱里有灯光慢慢亮起，气球缓缓升起，我被
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惊呆了。 那一刻，仿佛时间停
止了转动， 眼前的一切就像一本打开的童话书，
美丽且温馨。

那成串的灯带散发着暖暖的光，亮晶晶的气

球像跳舞的小精灵，粉红色的拉菲草在灯光的照
耀下显得可爱，最上方的拉旗上写着大大的“生
日快乐”四个字，整个后备箱里还摆放着许多我
心仪的礼物。 眼前的一切，让我看的眼花缭乱，兴
奋地有些不知所措了， 手忙脚乱的四处摆弄着，
又咧开嘴大笑着蹦了起来， 抱着妈妈不住地问：
“这都是给我的吗？ ”妈妈笑着点点头。 我的耳畔
也响起了爸爸妈妈兴奋的声音：“宝贝， 生日快
乐！ ”。

收到这份爸爸妈妈精心准备的生日礼物，我
感到开心而温暖。

每当我想起那一刻，我的心底总是会被一种
甜甜的滋味包裹着。

(指导老师:刘艳)

2 月 24 日，星期五，第六节课，49 岁的汉阴县
涧池镇中心小学教师崔小侠正在上语文课。 其实这
种画面在学校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画面，然而谁能
想到崔小侠已经在乡村学校工作近 29 年， 而班主
任工作经历就有 27 年。

“1994 年， 我被分配到当时的药王乡药王小学
工作，从那时起，除了生孩子那两年，我一直在主动
承担班主任工作。 ”上完课后，崔小侠经常和同事说
起自己的工作经历。

作为办公室里的年长教师，崔小侠经常和青年
教师谈工作体会， 她认为教师首先要对孩子有爱
心，对工作有耐心和责任心，才能不断适应不同班
级的学生，让所教班级学生在班主任的指导下不断
成长。

2016 年 9 月，在平梁镇高梁小学工作了 8 年的
崔小侠来到涧池镇中心小学工作。 当时学校六（2）
班学生由于班集体意识较差，缺乏班级荣誉感和凝
聚力，很多班主任都缺乏接手这个班的勇气。

接手这个班之初， 要把不良状态转变过来，崔
小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是既然接手了，那就要
想办法把工作干好，给学校青年教师以正面引导示
范。 为了了解班级具体情况，班里的科任教师上课
时，崔小侠就在教室后面察看情况，一来协助维持
课堂秩序，二来了解班级问题根源学生。

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崔小侠对全班的情况有了
较全面了解， 于是她针对问题学生开展个别辅导，
采取谈心交流、家校共育等方式，引导问题学生转
变学习态度。

12 岁的卓卓（化名）当时问题比较突出，父亲因意外遇难，母亲后来重组
家庭，但卓卓从内心不愿意接受新家庭，有些事情总想和母亲对着干。 加上
后来在家时的一次意外事故，在别人看来，卓卓有些神志不清，在班级里显
得格格不入，接纳他的同学也不多。 至于课堂听讲、作业完成等方面，卓卓的
情况也不是很好，科任教师对卓卓也没有较好的引导方法。

为了改变卓卓，崔小侠建议母亲到学校陪读一个星期，了解卓卓在校学
习和生活情况，多与卓卓交流内心感受。 崔小侠也和卓卓的母亲交流亲子沟
通方式，共同解决卓卓存在的心理问题。 崔小侠还在主题班会中教育学生互
相关爱，营造温馨和谐的班集体。 此外，崔小侠发现卓卓足球技术较好，就把
他推荐到学校足球队，以此引导卓卓融入班集体。

后来，班级风貌发生了较大改变，整体学业水平、班级纪律、班级卫生等
各项评比也走在了学校各班前列。 在毕业前夕举行的班级座谈会那天，全班
的孩子们都表达了对崔小侠的万般不舍，在他们看来，正是崔小侠担任班主
任之后，他们才发生了较大改变。

“农村学校学生好多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关爱， 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各种各
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给予他们充分的爱。 ”这是崔小侠 27 年班主
任工作经历最深的感受。

去年，崔小侠担任六年级（5 班）班主任，学生浩浩（化名）家住蒲溪镇田
禾村，他的父亲因听力残疾无法正常沟通交流，母亲常年在外务工不回家，
家里的生活开支全靠奶奶在学校附近的社区工厂务工。 因为这些原因，浩浩
长期得不到关注，内心缺乏安全感。 在班里，浩浩和同学的关系处理不好，不
听从老师教导，学习成绩较差。

一次，浩浩和其他班级学生发生冲突，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浩浩心里
非常伤心。 得知事情后的崔小侠立即带着浩浩找到冲突学生的班主任，并以
妈妈的身份告诉对方班主任，浩浩有人关爱，希望冲突学生给浩浩道歉。 当
看到崔小侠这样维护自己，浩浩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没想到崔小侠
能像妈妈一样关爱自己。 从那以后，浩浩像变了一个人，学习很刻苦用心，还
积极参与班级活动，和同学的关系也相处得融洽了。

去年秋天开学，崔小侠又接手了三年级（1）班班主任工作，和以往的班
级管理一样，崔小侠除了采取心理疏导、家校共育这些方法之外，还进一步
采用小组合作、组员分工等方法，让小组内每名学生分别负责纪律、卫生、作
业、安全等具体事项，当每个小组各项问题解决了，班集体各项工作就抓好
了。

“我之所以能坚持 27 年当班主任， 是因为我看到农村很大一部分孩子
需要关爱。 我既是一名班主任，也是一个妈妈，所以在班级管理中就要用爱
心温暖孩子们，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回顾 27 年的班主任工作生涯，崔小侠
始终用爱温暖着班里的每一个孩子，让爱一直不缺失。

成 长 的 滋 味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10）班 胡海若

今年过年，最让我开心的，是放花炮了。
过去的三年，因为受疫情的影响，人们不敢出门，

更不敢放炮。
今年过年，国家把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我们可

以走亲戚、放花炮啦！
大年三十，爸爸妈妈带我回到老家，和家族中的

亲人一起团年。 这天晚上，老家可热闹了，夜空里，时
不时地有烟花绽放，擦炮声、摔炮声、冲天炮的声音此
起彼伏、不绝于耳。 我和堂兄弟、堂姐妹、表兄弟、表姐
妹早就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了， 我们衣袋里揣着摔
炮，手上还拿着各种花炮，嘻嘻哈哈在老家的院子里
放。

虽然我太渴望放花炮，但是真正面对放花炮心里
还是有些害怕。 我害怕自己点燃花炮后，没有及时甩
出去炸伤自己的手，还怕“嗤嗤”燃烧的火星烧坏了我
的新衣服。 但是，看着别人都在放，我最终还是鼓足勇
气，拿个“金钱满地”的花炮，用颤抖的手拿着打火机，
对准花炮引线用力一按，红色的火焰一下子就点燃了
我手中的“金钱满地”花炮，我赶紧用力扔出去。 那“金
钱满地”瞬间在地上像陀螺一样转来转去，五颜六色
的火星四溅，在漆黑的夜里显得分外好看。

等我刚刚放完，哥哥也放了起来，他用花炮摆出
了一个 “再见二零二二 ”的字样 ，点燃引线后 ，花炮
“倏———”地飞上了夜空。 这一组花炮，引得我们在地
上又蹦又跳，又叫又闹，我们都赞叹着这一个烟花是
那么美丽，那么梦幻。

过年放花炮，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惊喜和快乐。
(指导老师：石承丽)

有这么一个地方，它既没有北上
广一线城市的高大上；也没有故宫秦
淮等地的游人如织。 它像本书，书中
没有精美的插画， 少了华丽的辞藻，
但书里却有劲道的笔画， 飞白横墨，
抒写它平凡而充满希望的故事。

一页温情

清晨，起床，失去一些倦意，多一
份清醒的自在。 拉开窗帘，没有想象
中刺眼的阳光，铺散开来得倒是一派
凄冷--朦胧的雨雾环绕上空，早鸟的
鸣叫，以及空气中嗅得到的潮湿。 本
以为我已独占一方天地，直到沙沙的
声音从街道上传来。 烟烟酥雨中，一
人身披透色雨衣， 隐隐黄色泛出；脚
穿单薄的白鞋，踩出花状水渍。 我想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
平生！ ”便在心中有了主角。 街道给他
们满身泥泞，他们却还给整个城市洁
净， 早天冬月里的小城是寒冷的，但
一位位环卫工人却是温暖的存在。

属于小城的书里，有一页温情。

一页坚守

如果说环卫工人在默默中付出，
那这样一群人便是在岗位中燃烧自
己。 我曾问一位想做老师的同学：“你
不觉得当老师很累吗？ 在一段师生关

系里，指引他们对的方向，却又要多的保留他们的自我意愿。 ”同
学摇摇头：“我只是想知道坚守岗位的感觉。 ”小城的红绿灯下，
有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的警察； 校园教学楼里， 有奔赴教室的老
师；大街小巷里，有一群群鲜艳的红马甲；医院里，有救死扶伤的
医生；火场中，有勇毅的消防员......一个手握力量坚守信仰的人，
掌控自己的生命，用坚守让小城变得更好。

属于小城的书，有一页坚守。

一页传承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 茶被古
人当做饮品，每年清明节新茶初上时，古人还要斗茶，或十几人，
或五六人，名流雅士、街坊邻居争相围观，就像如今看一场球赛
一样热闹。 小城的茶文化自然是一大特色，在一次作业中，我不
得不了解了紫阳富硒茶，却为之震撼，原来处处可闻的中华文化
就在身边。采摘、选择、摊晾、杀青、搓揉、烤茶、慢烤，从古人的经
验中创新，让小城的茶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每个人总是在学
习前人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发挥着自己的能量，这又何尝不是
一种传承。

属于小城的书里，有一页传承。
这本书叫小城，这个小城就是我的家乡———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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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晚餐是酸菜面，因为是周末，晚餐比平常晚
了两个小时。 叫孩子吃饭，他正在跟几个同学相约一起
打游戏，激战正酣，告诉我们估计还得十几分钟。

孩子爸爸有些生气，说：“待会儿面都泡了，还有啥
吃相？ ”我说：“没关系。 ”十多分钟后孩子出来，带着些
许兴奋些许遗憾地说：“老妈， 我们和同学 5V5 玩了两
局，都输了！ 呜呜呜！ ”看他一副求安慰的样子，我假装
瞪了他一眼说：“输了还要继续玩，看来也没多伤心么！
赶紧吃饭！ ”孩子拿起筷子风卷残云，几分钟后，一大碗
面就被吃光了。

饭后我和孩子爸爸聊天， 他说：“饭做好了还半天
叫不出来，太过分了！ ”我说：“饭是我们做好的，做好就
叫他们吃，期待一声令下，他们就马上从房间出来。 但
我们并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游戏结束。 换作是我们自
己，你和朋友打电话聊得正嗨的时候，老太太叫你挂断
电话马上吃饭，或者你和朋友约好了一起吃饭，菜刚上
桌我就要求你立刻回家，恐怕你也不高兴吧！ ”

孩子爸爸说：“父母把什么都做好， 他们吃饭还三请
四请，不合适吧？ ”我说：“那一刻，他们心里惦记的只是那
局未完成的游戏，并没有不尊重父母的意思。 平常我让孩
子扔垃圾，取快递，你让孩子买饺皮打酱油什么的，人家都
没拒绝吧？ 他只是想把那局游戏玩结束再吃饭，没有别的
想法，是你想到自己十几年含辛茹苦，强行加戏了！ ”

孩子爸爸又说：“好好的面，泡十几分钟，还有啥吃
相！ ”我说：“你关心他的营养和饮食，希望他在面条最
好地状态下吃完，可以理解。 可他为了完成游戏，并不
介意吃一碗泡过的面条，他都不在意，我们又何必在意

呢？ ”
孩子爸爸还有些不甘心，说：“吃饭都没个时间，总

不能让全家人等他一个吧！ ”我笑了，说：“不需要等啊，
我们吃完饭，各干其事就好，他玩完了自己吃，无非就
是晚十几分钟洗碗，饭后又没什么紧急事务，不影响啥
么！ ”见孩子爸爸还有些没消气，我又说：“泡了的面条
并不影响营养，至于影响口感，人家都不介意，你介意
啥？ 说白了，你还不是看人家玩游戏不顺眼，如果人家
因为写作业或背课文不出来吃饭，你还会生气吗？

孩子爸爸不再说什么，我知道没能说服他，但也没
打算说服，只要人家不再纠缠，父子不要因此冲突就好
了。

这件事很简单，就是孩子多玩了会儿游戏，没及时
吃饭，大人不爽。 假如父母因此批评孩子，似乎是站在
“有理”的一方，但孩子必然感觉委屈，会为自己辩解，
父母再因孩子的辩解，认为孩子不理解父母的辛苦，更
加严厉批评，孩子更加委屈，冲突便不可避免。

但其实， 没及时出来吃饭并不等于孩子不尊重父
母，不等于他身体会受影响，更不等于他玩物丧志，未
来人生尽毁，是父母的焦虑放大了事情的后果，差点引
发冲突。

很多亲子冲突，都类似于此。 父母觉得自己浑身是
理，孩子却并不领情。 不是父母不好，不是孩子不知好
歹， 而是父母沉浸在自己的执念中， 看不见孩子的需
要，一味要求孩子符合自己的期待，并把自己的执念当
成是对孩子的爱。

是我们看不见孩子的需要，无法走进孩子的心，无

法与孩子交流，却以为是孩子青春年少，轻狂无知；是
我们没有与时俱进， 总拿着老观念去教育新时代的孩
子，却以为是孩子不懂我们的用心良苦。

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错，毕竟我们也有自己的时代
局限。 那么，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关于孩子的事，多问问孩子，多听听
他们的意见，多想想他们需要什么，想要什么。 父母可
以表达自己的见解， 却不要期待孩子按我们的想法去
做，即便我们的意见确实更好。 所有“为了你好”的考
虑，如果孩子不认同、不接受，都是父母的执念，与孩子
无关。

我们不希望孩子走弯路， 却忘了走弯路也是孩子
人生的必要经历，更是他们的权利。 就像猜谜语，被人
直接告诉答案，和自己冥思苦想很久才得出答案，哪个
更快乐呢？

千万不要打着“为你好”的名义，期待，甚至强求孩
子接受自己的安排。 要允许他们缓慢地、笨拙地、曲折
地探索自己的人生。

父母要足够自信，要相信，我们对孩子所有的爱与
付出，他们都看得见，只是，他们不说而已。 还要相信，
没有人比孩子更关心自己的未来， 他们更渴望做有意
义的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不
该做什么，即便他们表现出彻底摆烂的样子，也是暂时
休整，整装之后，他们一定会奋起直追，如果没有，那一
定是父母干涉得太多了。

孩子需要的并不多，被接纳，理解就能让他们感觉
很好，如果还能被信任和欣赏，那便是最幸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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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市第一小学六年级（6）班 张人友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培）3 月 6 日，“全民阅
读·书香宁陕 ” 诵读大赛在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举行。 活动经前期初赛、复赛选拔，最终 10 个参
赛队伍进入决赛。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参赛队伍或婉转深
情，或慷慨激昂，深情演绎了《我的祖国》《中华
颂》《诗颂风华》《在玉米地的中央》等经典篇目。
参赛选手富有感染力的精彩诵读博得了评委和
观众的阵阵喝彩与掌声。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 评委们结合
仪容仪表、朗诵内容、朗诵技巧、创意形式进行
综合评判， 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奖。

“今天很荣幸代表太山庙镇来参加‘全民阅
读·书香宁陕’诵读大赛，能够拿到今天这样的
成绩， 很激动也很高兴。 作为一名基层青年干
部，希望以后可以多多参加这样丰富内心世界、
升华精神实质的活动。 ”参赛选手万灵赛后说。

据悉，开展本次“全民阅读·书香宁陕 ”诵
读大赛活动旨在推进宁陕县全民阅读推广工
作， 激发广大群众阅读热情， 营造浓厚阅读氛
围。

宁陕县图书馆馆长刘晓慧表示， 为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宁陕县图书馆承办了‘全民阅读·书香宁
陕’诵读大赛活动，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读书中
来，让宁陕这座美丽的小城充盈书香。

学学会会看看见见孩孩子子的的需需要要
张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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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日前，我市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少先队大队“红领巾奖章”争
章活动启动。 活动根据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少工委《关于构建阶梯式成长激励体系 增强少先队
员光荣感的指导意见》和省少工委《关于构建陕西省少先队社会化工作体系的通知》精神，结合校外教
育机构实际， 推出 2023 年度红领巾奖章特色章共 4 类， 以此加快构建安康市少先队社会化工作进
程。 彭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