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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作业让学生更懂感恩

“张姐 ， 下班你有事吗 ， 陪
我到超市买两瓶防冻液， 明天我
上早班。 听说春丽那个防冻液擦
果皮箱的小窍门可管用了， 我也
要试试。” 这名怀柔环卫职工口
中的春丽叫杨春丽， 正是她的小
窍门解决了同事们冬季擦拭果皮
箱这个老大难问题。

一直以来， 冬季擦拭果皮箱
是环卫工人最头疼的问题， 湿淋
淋的抹布碰到果皮箱箱体就会冰
冻在上面， 只有用力才能撕扯下
来，更别说把箱体污渍擦干净了。

怀柔环卫中心清洁二队职工
杨春丽， 为了解决自己责任段10
个果皮箱的擦拭问题， 也是大伤
脑筋 。 有一次 ， 杨春丽在保洁
时， 看到司机师傅在往水箱里加
注防冻液， 这个在旁人看来极微
小的动作点醒了杨春丽， 随后她

就买了一瓶防冻液， 用防冻液勾
兑点水， 发现擦拭果皮箱的效果
不错， 箱体既干净又方便擦拭，
再也不会出现湿布冻在箱体上的
现象了。 不但让果皮箱整体亮丽
如新， 还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
效率， 克服了以往职工冬季擦拭
果皮箱难的问题。 此后防冻液就
是杨春丽每天上班的 “必备工
具”， 她的这个 “金点子” 得到
了邻段姐妹们的称赞， 大家都在
效仿她使用这个方法。

据统计， 最近一年来， 怀柔
环卫中心职工通过改装压缩车液
压油管、 改装洒水车喷水嘴、 改
装加水管接头等小发明小改进10
余项 ， 为单位节约资金64万余
元。 这些小发明、 小改进， 既保
护了环境， 避免了二次污染， 也
解决了工作中的一些难题。

防冻液擦亮果皮箱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村mall”开进农业嘉年华
去年10月， 第一家建在村里的民俗旅游体验店———“村mall” 在十

三陵镇康陵村开张。 第三届农业嘉年华开幕后， “村mall” 又开进了
草莓博览园。 集农副产品展卖、 农事体验等于一体的 “村mall” 成了
游客最爱的区域之一。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郑贤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陈艺 ） 清明
节在即， 随着扫墓市民对鲜花需
求的增加， 一些无照游商不仅用
上了 “牙签花” 的牟利手段而且
还有了升级版。

据老山城管执法人员介绍 ，
每年清明前后都有一些无照商贩
在墓区周边出售扫墓用的花篮，
但这些花篮用的花束很多都是
“牙签花”， 他们用牙签或者竹签
把残缺的花头和花杆从内部拼接
起来， 以低于正规市场的价格在
路边兜售， 一些市民往往买完就

走，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以次充
好的伎俩。 执法人员在今年收缴
的花篮中发现， 这些商贩在部分
沿用老办法的同时增加了新手
法， 将拼接的位置从花头和花杆
的连接处改到了花杆与花叶的连
接处， 由于位置较低又有花叶遮
挡， 不仔细观察不易发现破绽。

执法人员表示， 对这种无照
经营行为将持续严厉打击， 同时
也提醒市民， 墓区附近都有正规
市场，不要因为表面上的“方便和
便宜”而给无照游商可乘之机。

城管提示防范“牙签花”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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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年夜饭制作体验父母辛劳

———怀柔环卫职工小窍门解决大问题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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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们忙工作 ， 孩子忙
学习， 很少有空闲聊， 我们也不
让孩子做家务。 这次学校布置的
寒假作业， 给了我们充分交流的
机会 ， 收获真是不少 。” 近日 ，
在女儿吴晓琦所在的黄土岗中学
教室里， 讲述起女儿寒假之后的
变化， 做企业管理工作的吴先生
非常欣喜： “女儿不仅按要求帮
我们做了年夜饭， 了解到家乡的
年俗， 还开始理解大人。 现在一
有空， 她就做点简单晚餐， 分担
我们的劳动量。”

�“帮家长做年夜饭”
成寒假作业

丰台区黄土岗中学现有580
名学生， 93%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 他们的父母大多是新
发地 、 黄土岗附近的菜商 、 花
农、 物流从业者和其他小商贩，
每天为生计奔波， 没时间、 也不
太会教育子女。 有的家庭亲子关
系淡漠， 一天难得说上几句话。

“把书背会了， 英文说溜了，
不一定懂得对父母感恩。” 为此，
黄土岗中学在抓教学的同时， 也
积极开展对学生的感恩教育， 要
求学生为父母做有益的事情， 加
强学生对社会、 家庭的责任感。
前两年， 感恩教育仅限于让学生
笼统地做几次家务， 家长参与指
导程度因人而异， 完成效果参差
不齐。

今年寒假， 学校受 《舌尖上
的中国》 启发， 把感恩教育与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布置了
一份 “另类” 的寒假作业———每
个学生和父母一起做年夜饭， 并

求教家乡美食做法， 父母还要给
孩子讲讲家乡的年俗。 回校后，
学生要把活动感受用文字或图片
记录下来， 以 《共度中国年》 为
题， 参加学校征文评比活动。

�“剔河蚌肉好累， 我
要多为父母分担家务”

包饺子、 泡菜魔芋、 小炒河
蚌…… “老家” 对在北京长大的
随迁子女来说， 是一个比较陌生
的名词， 顶多过年时才回去待上
一两周。 这次有了作业的激励，
全校学生行动起来， 向父母了解
家乡年俗， 做家乡菜， 忙得不亦
乐乎。 在交流中， 亲子关系不知
不觉中加深了， 父母对孩子有了
新的认识。

李洋妈妈回忆， 大年三十 ，
全家一起包饺子。 女儿开始包的
时候， 因为不熟悉， 饺子包得东
倒西歪， 又很慢， 她一度有点嫌
弃。 但女儿轻声说： “妈妈， 我
包得是不好， 但我包一个， 你们
就少包一个， 早点包完， 我们就
能一起看晚会， 多好啊！” 她顿
时心头一热， “平时总觉得她不
太懂事， 通过这次才发现， 只要
给孩子展示机会， 她其实很棒。”

在当天的家长分享会上， 说
起做年夜饭的事， 做水果生意的
家长徐思自豪地说： “我们老家
有一道特色菜是小炒河蚌。 大年
二十九 ， 娇娇帮她奶奶收拾河
蚌。 刚开始她不会弄， 后来竟然
想到杠杆原理 ， 拿东西撬开河
蚌， 把肉剔出来。 菜上桌后奶奶
得意地说， 这是大孙女一个一个
剔的， 你们想吃要给手工费哦！”
之后徐娇写制作感受时， 说剔肉
很累 ， 而这只是年夜饭的一道
菜， 以后要多为妈妈分担家务。
徐思看到后非常欣慰， 他希望学
校今后多安排一些此类活动， 说
自己也会多和孩子分享工作和生
活经历， 增加沟通机会， 让孩子
多了解家长。

“我女儿刚上初中时有点叛

逆， 不爱理我们， 让她干啥经常
不听话。” 初三女生郭玉勤的妈
妈何女士谈起女儿这两年的转变
很感叹 ， “经过学校的感恩教
育， 她现在变成了小大人 ， 不
仅愿意和我们聊天 ， 说说每天
发生的趣事， 做家务， 遇到我和
她 爸 爸 拌 嘴 ， 她 还 主 动 来 劝
架。”

该校主管教育教学的副校长
尹志军表示， 一般家庭的年夜饭
都由家长制作， 孩子旁观， 难以
体会制作的不易 。 通过这次作
业， 学生亲身体验年夜饭制作过
程的辛苦， 聆听父母对家乡文化
的介绍， 文化程度再低的家长也
能娓娓道来， 比平时干巴巴的说
教更加生动、 入情。 而且这也是
对学生进行接地气的传统文化教
育， 增加他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
爱。

“同时， 活动还能引导家长
转变育儿观念 ， 教他们学会放
手 ， 多让孩子 参 与 家 庭 事 务 。
只有孩子了解到父母的辛苦 ，
才能真正去理解父母， 愿意与父
母多沟通， 化解隔阂。” 尹志军
强调。

�清明祭祖将成感恩
教育新重点

上周， 学校把收到的征文和
介绍家乡美食的图片分别进行了
打分， 选出26篇优秀征文， 制成
宣传板， 目前正在校园中展出，
并陆续在广播中播送。 每个班级
也进行了交流， 让学生了解更多
地方的年俗， 以及同学做年夜饭
的心得。

下一步 ， 学校将利用清明
节、 端午节等传统节日， 继续把
感恩教育与传统文化结合、 与责
任感教育结合， 共同开展主题活
动， 比如举办怎样过传统节 （清
明祭祖、 中秋团圆） 演讲比赛、
传统美食制作等。

图为家长和学生共同欣赏优
秀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