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撷 英

古往今来，历史的长河总被一轮玉盘轻轻揽入怀
中。 “夜夜流光相皎皓” 是它的浪漫，“不知秋思落谁
家”是它的诗情，“风露发晶英”是它的妩媚。 中秋，是
一个想象优美的神话，一千年一万年脉脉相传；中秋，
是一缕不断的眷念，一代代一茬茬浓情思念。 它是一
丝乡愁，载着清风与星辰；它是一片思念，怀揣着美好
与希望。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快来看一看这照耀中华
五千载的明月吧。

中秋那天，我和家人们在一起在河边散步，我偶
然间，看了看夜空，却不觉怔住了———啊，多么完美，
多么皎皓啊！那轻盈的柔光，那饱满的玉镜，一切是那
么适宜。 那悠扬的古老传说饱含着沧桑，一个个动人
故事清晰地浮现到了脑海里。它将一片银沙覆盖于人

间，轻轻地洒上银霜。 恍惚之中，我似乎听见了来自远
方的吟诵，看见了嫦娥奔向月宫时，向人间抛去留恋
的一瞥。 一轮淡雅、素净、蒙上面纱的冰盘，曾给多少
文人墨客留下幻想啊！ 悲有你，喜有你，狂有你。 有人
举杯邀它，有人把酒问它，有人咏诗吟它，有人消愁与
它，它那样面带微笑地包容了一切，把那不如太阳明
亮，却比太阳柔美的银光洒向大地。 那轮鱼盘多么像
一粒嵌在夜空下的眼泪呀！ 一片乌色云绸飘过，那圆
盘般的东西银光一闪，不见了。 我清醒过来，揉了揉发
酸的眼睛，笑了。 但不论如何，那纯洁的形象深深地印
入我的脑海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指导教师：张远英）

铁佛初级中学地处汉阴县北部山区， 近年来，学
校受制于自然条件，在城镇化趋势的影响下，教师和
学生大量涌入县城，办学规模大幅缩减。面对困境，学
校扭住教学质量“生命线”。 今年 7 月，汉阴县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成绩新鲜出炉， 在全县 9 所公立初中序
列，铁佛初级中学中考成绩人均分和普高升学率位居
全县第一。

教风学风是德育成效的直观呈现，学校大抓师德
师风和学生德育。校长吕晓军以身作则，带头上早操、
坐晚班，号召全校老师把精力集中到教育教学。 学校
除抓实校园安全和思想教育外，还开设了排球、书法、
阅读等校本课程，充实学生课余生活，激发每个孩子
的潜能，该校的学生排球连续两年在全县竞赛中斩获
佳绩。

校园风气正，学习氛围浓，改革求变就有底气。办
学规模小是劣势也是优势，学校扬长避短，做足了小
而精的文章。 学校领导与老师、老师与学生结成了全
覆盖的包抓对子，包抓内容具体到作业批改、备课上
课和师生在校的实时动态。为调动教师提升教学成绩
的积极性，该校推行了绩效奖惩改革机制，教学成绩
直接对应教师的绩效工资，并与职称晋升、工作调动、
评优树模、绩效奖金挂钩。

师者，传道授业为人父。铁佛初中的老师，既是魂
的铸造者，也是爱的守护神。近 300 名学生中，留守儿
童超 75%，脱贫户家庭 65%以上，这其中还有单亲家
庭和孤儿。 面对这些家境困难的孩子，这里的老师用

真情去温暖他们蒙尘的心，用大爱去照亮他们成才的
路。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这里的学生在良好校风和浓
厚学风的熏陶下，孜孜以求、勤学好问。深秋的清晨夹
杂着丝丝寒意。 透过铁佛初中的校门，白炽灯光照亮
了黎明的校园，伴着琅琅书声开启了大山孩子一天的
学习。走进教室，学生们正在晨读，每张课桌都堆满了
一摞一摞的资料，每个学生都在全神贯注地诵读。 那
一双双灵动的眼睛，仿佛在告诉你：他们立志通过知
识改变命运。这里的学生基本全员住校，鉴于此，学校
发挥寄宿制优势，除正常的教学安排外，每天增加 3
至 4 节晚自习，在学科老师的辅导下，学生自主完成
课后作业和知识巩固，把零散的课余时间用在了学习
上。 副校长程宁告诉笔者，好学上进是学生的一大优
势，所有住宿生都能自发上完 4 节晚自习，即便是“学
困生”也能被乐学氛围带动。 自 2019 年至今，铁佛初
中在初升高学业考试中稳居全县第一方阵，2022 年
一举拔得头筹。

与此同时，铁佛寺镇党委、政府全面落实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认真履行属地责任，从财力物力和外围
环境等方面支持学校立德树人。

当书香气与烟火气相遇，这方山水就因教育的蒸
蒸日上变得生机盎然。 这里的师生崇尚教育，这里的
群众感恩教育，这里的政府重视教育，只为一个共同
的信念———让大山的孩子怀揣梦想走出大山。

本报讯 （通讯员 金先钰 陶铸）11 月 4 日，“三
区”人才支持计划（2022）———镇坪县师训教研中心
骨干团队帮扶乡村教师项目在镇坪县洪石小学拉开
帷幕。

活动由洪石小学的三名中青年教师分别执教一
节语文、数学、道法研讨课，再由送教帮扶团队的市
级教学能手施星语、 杨春艳和凌荷老师各执教一节
示范课，并分别进行反思议课，大家围绕新课程理念
的落实以及在课堂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与困惑开展了
交流。 帮扶团队成员还分别以“2022 版数学课程标准
的学习与交流”等为主题分学科作了微讲座。 参培教

师表示，此次活动对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教师更
新教育理念、改变育人方式、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

活动期间， 镇坪县师训教研中心党支部和洪石
小学党支部还联合组织全体人员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

据悉， 镇坪县师训教研中心还将根据被帮扶学
校的学科需求提供系列菜单式服务， 开展为期一年
的送教帮扶活动，以强化其薄弱学科，帮助学科教师
专业快速成长，为全面提升育人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那天，我亲手种下了几瓣大蒜。
在这之前，我还不会种大蒜。 我请妈妈教我。
在妈妈的指导下，我学着种大蒜了。 我先从菜筐

子里取出几颗大蒜，再从橱柜里拿来一个碗，然后把
碗放在水龙头下接了适当的水，最后把大蒜用手掰成
一瓣一瓣的，按照大头向下，小头向上的顺序放在碗
里。 就这样，大蒜就种好了，我也把一个个希望种了下
去。

我因为惦记着它们，第二天一起床，我就跑来看
我种的大蒜，结果令我有些失望，大蒜一点变化也没
有。 第三天，我再来看它们，可大蒜还是没有变化，我
心里很难过。

又过了一天，我惊喜地发现，我种在水里的大蒜
头上冒出了一点点绿色的小芽芽，这个小芽芽在白花

花的大蒜上显得格外美丽。 当时，我是多么高兴啊，我
长时间地看着这点点绿芽儿，很想摸摸它，可我又害怕
把它们吓到了。

以后的几天，这点点绿芽儿不断地给我带来惊喜，
它们每天都在长大， 我也从不会忘记每天都给它们洒
一点水。

如今，十几天过去了，当初的小芽儿已经长了十几
公分长了，每一瓣大蒜头上都有好几片叶子呢。这些叶
子又细又长，每次我去看它们的时候，它们总会摇曳着
细长的叶子，好像在向我打招呼呢。

望着这碧绿的叶子，我的内心微微一动，这些不起
眼的大蒜，原来是这么神奇的生命呀。

（指导老师：佘福琼）

我曾想过一个问题：四季是什么颜色？ 这时肯定会有人说：
“春天是绿油油的，夏天是红彤彤的，秋天是金灿灿的，冬天是
白茫茫的。 ”难道四季只有这几种颜色吗？ 如果你仔细观察，会
不会有另外一种答案？

春天是绿色的？ 你看那衔着春泥的燕子，那黑白相间的外
套，那如剪刀似的尾巴，那匀称的身形。 有时在空中飞来飞去，
还自恋地摆动着身姿，像是在跳一支优美的舞蹈，春天难道不
是黑白相间的吗？ 你再看那油菜花，那油菜花像是给大地铺上
了一层金灿灿的地毯。 大地给予她生命，她用温暖与美丽的颜
色回馈大地。 春天难道不是金色的吗？ 你再看那粉红的桃花，是
多么可爱，多么娇小。 桃花像是春天的代表，一朵粉红的桃花为
充满生机的春天锦上添花。 原来春天是粉红的啊！ 不！ 不！ 不！
春天是一个孩子的梦，梦里有无限的生机、无限的活力、无限的
精彩、无限的色彩！

夏天是什么颜色？ 当你走进树林，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踩着
湿润的泥土，听着幽幽的虫鸣，感受着自然的美好。 哦！ 夏天是
碧绿的。 你再看那清澈的小溪，有时溪边会传出一阵阵如银铃
般的笑声，那是我们在溪边嬉戏。 清澈的溪水如同一面镜子，映
着童年的美好和我们欢乐的笑脸。 夏天是一个少年，一个快乐
的少年！ 夏天是美好的，是灿烂的，是一幅幅精美的图画，也一
个个美好的回忆！

秋天是金色的？ 那凉爽的秋风如同一位少女，淘气地跑来
跑去。 跑到了马路上，钻进行人的衣服里，把人们冻得捂紧了外
套。 她又掠过树林，树叶与妈妈告别，开始了冒险。 她又冲进稻
田，往稻谷的腰上吹了一口气，稻谷笑弯了腰。 她又跑进果园，
给水果们讲了一个笑话，石榴笑得合不拢嘴，苹果笑得脸通红。
秋天是迷人的、沉甸甸的。 秋天是一位中年人，一位品尝着成功
与喜悦的中年人。

冬天是什么颜色？ 小兔子静静地躺在窝里，大狗熊在山洞
里冬眠，偶尔还能看见一两只小松鼠在雪下找榛子。 在远处的
山头有一两点绿，那是松柏吧。 虽然如此寒冷，但依然充满着生
机，因为它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春天。 冬天是一位充满睿智、满
头银发的老爷爷，也是一个蹒跚学步、牙牙学语的婴儿。

“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这是我眼中
的四季，一个多姿多彩、五颜六色的四季。 但这只是我的 “答
案”，快去寻找属于你的“答案”吧！

（指导老师：邓顶梅）

国庆节这天，我有幸游览了家乡的“网红”打卡地———平利蒋家坪茶园。
乘着秋风，顺着蜿蜒的山路，小伙伴们一路欢歌笑语，不知不觉就到了茶园，

一片绿色刷新了我对金秋的印象。跨过一些石阶，顺着一条石子路走去，“蒋家坪”
字样的中式大门呈现在眼前。 迈进大门我停下了嬉戏的步伐，进入了茶香悠悠的
绿色天地。 在一行行整齐的茶树间排列着习爷爷来这里的照片，每张照片上都有
习爷爷亲切慈善的笑容。我正在一张张认真学习时，讲解的罗爷爷绘声绘色地说：
“习爷爷曾夸这里生态好、环境好、空气好。 ”我顿时为家乡自豪满满。

一阵秋风吹散了远处的云雾，山间“云约平利、畅游茶乡”浮现在一大片绿茶
间，这难道是人间仙境吗？ 真不愧是女娲故里啊！ 我和小伙伴向“仙境”奔去。 每一
株茶树都绿绿的，茶叶上缀满了小巧可爱的绿色花骨朵，偶尔还能发现几朵纯白
色的茶花，那是秋茶的独特标志吧！空气中茶香扑鼻不散，这大约是秋茶丰收的气
息吧！ 栈道上与茶为伴的松针被一束秋风吹得抖动了起来，几个戴着小帽的松果
一个没抓稳“啪啪”掉落了。 此刻，我仿佛只看得见茶叶绿、只闻得到茶清香、只听
得见松果掉落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我要牢牢记住习爷爷的教导，像保护眼睛一样
爱护生态环境，不折小树、不踏小草、不摘小花，和大自然做朋友，珍惜每一片绿，
让家乡的生态茶园常青。

（ 指导老师：艾云）

科技改变了世
界、 改变了中国、改
变了城市、改变了生
活，也改变了我们的
家乡。

科技改变交通。
曾经的安康交通闭
塞， 出行十分不便，
如今动车穿行、飞机
起航，打开了安康通
往外界的快速通道。
而在安康中心城区，
公共汽车已经成为
人们出行主要的交
通工具。以前人们坐
公交车需要现金投
币，如今拿上手机就
可以扫码支付，再也
不用到处找零钱，科
技使人们的出行更
便捷。

科技改变生产。
以前的蔬菜大棚只
能保温 ，如今 ，农户
可以自行调节大棚
的湿度 、 温度和光
照，促进了农作物优
质高产。过去用牛耕
田、头顶烈日 ，如今
在汉阴平梁，现代化
农业公司用“新农具”干“新农活”，用
无人机施肥、喷药，用 GPS 土地测量仪
助力播种、收割，产量比传统农业提高
了几十倍，科技使农业的生产更智慧。

科技改变经济。 紫阳是安康的茶
叶大县， 今年春茶上市的时候突发疫
情，茶农们的茶叶卖不出去，可急坏了
“以茶为生”的人们。 在这个关键时期，
网络带货直播解决了销售难题，“秦巴
奶奶”“硒哥硒妹”等网红带货，各种云
平台线上销售， 数字化销售网络降低
了疫情对茶叶经济的影响， 科技使销
售网络更通畅。

古时候人们用飞鸽传信、 现在我
们用网络通信， 古时候人们用活字印
刷、现在我们用电脑打印，古时候人们
在汉江摆渡 、 现在船上有电动马达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改变了
我们的家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相
信， 科技的发展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
越美好，会让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创新科
技， 为让祖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贡献
自己的力量。

（指导老师：柳丝丝）

寒风吹过来了，寒冷的冬天来了。
山坡上的阔叶林，几乎都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

枝，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这棵大树上，只剩下最后一片叶子了，它又冷又孤

独。它的同伴们都不得已离开了大树。有的落进了泥土
中；有的被风带到很远的地方；还有的落进溪水里被水
冲走了。 它知道，自己也快要死掉了。

它很伤心，也很害怕，它哭了起来。
它的哭声被一个从树下路过的小女孩听到了。 小

女孩循声望去，看见是树叶在哭。于是，她停下脚步，关
切地问：“小叶子，你为什么哭呀？ ”

叶子说：“我的伙伴们都已经死了，我很难过，我也
快要死了。 ”

“你不要哭。 ”小女孩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
的生命得到延续。 ”

叶子停止了哭泣说：“大树妈妈都没有办法留住我
们啊，你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

小女孩认真地说：“我把你做成一个书签，这样，你
的生命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了呀。 ”

叶子听了，低头想了一会儿，说：“那好吧，我就下
来了。 ”说完，它纵身一跃，落到了小女孩的掌心里。

就这样，树叶跟着小女孩一起回到了她的家。
小女孩先把叶子擦洗得干干净净， 又把它熨烫得

平平整整，在叶炳处打了一个小孔，穿了一个又细又好
看的绳子。 最后，在叶子上画上自己喜欢的画。 那一刻
起，这片叶子就变成了一个既漂亮又可爱的书签了。

叶子看见自己被小女孩打造的模样， 它一下子觉
得，自己的生命有了一个全新的意义。

（指导老师：张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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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改
变
家
乡

市
一
小
五
年
级
（3

）班
李
恩
宇

大山里的梦想
通讯员 唐小明

镇坪县“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帮扶活动走进洪石小学

日前， 石泉县池河
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到石
泉县珍爱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开展参观学习活
动， 通过观摩桑叶食品
加工， 了解现代蚕桑产
业链条， 感受家乡社会
经济发展变迁， 树立热
爱家乡、宣传家乡、发展
家乡的浓厚情感。

贾自强 张磊 摄

近年来，平利县人社局围绕保就业、稳
就业总目标，大力推进职业技能培训，积极
推进校企合作行动， 依托县域内职业培训
学校和劳务公司，采取订单、定向的方式向
社会和企业输送所需劳动力， 不断提升当
地劳动者技能，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今年 7 月，由平利县人社局、平利县聚
硒优职校、 平利县中汇豪劳务公司联合举
办的 “2022 年养老护理员专业就业技能培
训”在广佛镇开班，来自广佛镇各村有意愿
从事家政养老护理行业的 50 人参加培训，
并取得证书顺利结业，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今年以来， 平利人社局紧盯市场需求
和劳动力个人培训意愿，发挥行业、培训机
构和用工企业作用，组织培训机构、劳务公
司开展“培训+劳务公司+岗位”和“订单、定

向式”培训模式，围绕用工需求开展免费技
能培训，为企业量身定制技能人才，培训结
束后，由劳务公司安排就业，实现供需双方
的培训与就业无缝对接， 促进群众就业增
收。

“我们学校与平利县中汇豪劳务公司
合作，他们摸底劳动力就业培训需求、企业
用工需求，我们按需优化培训课程，提升培
训质量，确保培训效果，培训后根据学员就
业去向合力推荐就业。 ”平利县聚硒优职业
技术培训学校负责人陈敬超说， 这种模式
最大的优势就是学校不再发愁招生和学员
就业。

平利县中汇豪劳务公司负责人田肇龙
介绍，参加完培训的学员，会根据年龄、技
能特点、产业季节性用工需求，以及企业用

工量大小、当地产业规模等，统筹组织他们
就近或外出务工。 目前，已累计开展免费职
业介绍 80 人，劳务派遣 210 人。

据了解，“订单、定向式”培训模式是平
利县人社局打造的重点亮点工作， 培训人
员不但掌握了就业技能， 还能找到合适的
就业岗位。 截至目前，2022 年共开展培训
73 期 2721 人 ， 其中职业技能培训 44 期
1499 人，实现就业 495 人。

下一步， 平利县人社局将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以劳动力培训意愿为抓手，积极推
行“订单、定向式”培训，结合各劳务公司就
业需求，统筹培训学校力量，提高培训的针
对性、 有效性和就业率， 真正实现群众点
餐、企业送餐，免费培训、推荐就业一条龙
服务，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

“订单、定向式”培训促高质量就业
通讯员 陈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