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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周末，安宁市县街街道
石庄村的留守儿童梦想书屋变得
热闹起来，有五六名儿童正在书
架前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还有
的坐在书桌前专心致志地看书，
遇到感兴趣的内容还不忘和小伙
伴分享、交流。

4 月 23 日，共青团安宁市
委、安宁红十字会、安宁市向日
葵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等单位
联合在石庄村成立关爱留守（困
境）儿童“梦想书屋”，该村的儿
童有了新的“精神粮仓”。石庄村
党总支书记钱奕霖介绍，该书屋
的图书由广大青年、少先队员、
社会爱心人士捐赠，目前共有藏
书 3000 余册，其中既有儿童漫
画、童话、经典名著等读物，也有
国粹戏剧图画书、中国传统文化
系列图书、少年励志名人传记等
书籍，让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畅游

书海、开阔眼界。
这间“梦想书屋”在田野上

生长出来，虽刚破土而出，却饱
含善意与温暖，点亮了留守儿童
的希望之灯。随着书屋的开放，
许多孩子来到这里写作业、看课
外书。有一个叫黄杰（化名）的小
孩引起了钱奕霖的注意。“每次
黄杰来到书屋选了一本书之后，
喜欢跑到走廊的角落躲起来蹲
着看，也不与其他人交流，让人
看着非常心疼。我们就通过做游
戏、讲故事、看动画片等活动，把
黄杰带动起来，慢慢地他开始和
其他小朋友交流、玩耍，变得自
信开朗起来。”钱奕霖说，现在黄
杰喜欢打篮球、交朋友，全然成
了一个自信、阳光的男孩。

为了让留守儿童减少孤独
感，“梦想书屋”的图书管理员会
定期打电话动员留守儿童来参
加集体活动，帮助他们寻找喜爱
的书籍，带着他们一起开展演讲
活动，为前来看书的留守儿童提
供饮用水和小零食。“通过和其
他孩子一起阅读、绘画、交流，现
在不用打电话去动员，有些留守

儿童会主动约着小伙伴来书屋
看书、写作业了。”钱奕霖说，“梦
想书屋”让留守儿童心理上有抚
慰、课余时间有陪伴、精神上有
滋养，从而能够更加阳光自信、
从容不迫地走向未来。

“梦想书屋”同时也成为村里
孩子们学习滇剧文化的好去处。

“我喜欢来书屋看书，特别是看和
滇剧有关的漫画书，除了可以学
习滇剧文化知识，还可以和好朋
友一起玩耍。”今年8岁的龙奕涵
说，她喜欢穿戏服、化戏妆，现在
已经学会了滇剧中的“水袖”。石
庄村是有名的“滇剧村”，在这里
男女老少皆能吼上一嗓子。在“梦
想书屋”里，滇剧书本、滇剧文化
元素随处可见，让孩子们可以尽
情地了解滇剧知识。石庄村不定
期组织开展的滇剧表演体验活
动，让孩子们通过穿上戏服、化上
戏妆、唱起滇剧，生发出热爱滇
剧、传承滇剧的热情与笃定。

河山千重景，萤萤一点光。这
间“梦想书屋”生机勃发、精彩不
断，成为孩子们追逐“诗和远方”
的幸福乐园。

六月是万物拔节生长的季节，也是孩子们追逐梦想、活力四射的季节。在这多彩绚烂的

日子里，我们又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为了使广大儿童度过一个美好快乐的

节日，共同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良好氛围，昆明市、滇中新区各地开展了关爱留守儿

童、看望老年人等有意义的“六一”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别样的儿童节。

多年来，滇中新区直管区西冲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以发展性心理健
康教育和积极心理学理念为主导，坚
持“把每个孩子放在心上”的宗旨，提
供全方位心理健康服务，为学生健康
成长护航。

在今年官渡区第二届“5·20心理
健康周”活动中，西冲小学通过开展爱
的抱抱、“我为什么而读书”学生讲座、
《沟通，从心开始》家长讲座、主题班
会、亲子共跑、家校社心动力班主任篇
等系列活动，让老师、家长都参与其
中，共同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育才先育人，育人先育心。“心理
健康不仅仅关乎孩子的心智健康，更
影响着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西冲小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孙连选表示，西冲小
学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贯穿到日常教
育教学工作中，开齐开足心理健康课
程，丰富活动载体，依托学校办学特色
开展各类活动，进一步明确育人对象
的成长需求，打造有温度的教育。

在西冲小学，教师不仅是孩子学
习生活的良师益友，更是他们心理健
康的守护者。“通过日常的观察与交
流，深入了解孩子的心理状态，及时发
现并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西冲小学
教师卓敏说，通过参与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帮助孩子塑造积
极向上的心态，促进孩子全面发展。

除了学校的干预和引导，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还离不开其所在的家庭环境，
改善家庭环境，能有效减少青少年心
理问题的发生。“父母要学习掌握科学
的教育方法，了解孩子的特性和心理
问题产生的原因。”在西冲小学心理健
康专职教师杨启月看来，父母应当尊
重孩子、理解孩子，学会沟通和对话
教育的技巧，做好家校共育。

在成长的道路上，孩子们不仅需
要知识的滋养，更需要心灵的呵护。西
冲小学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排入课
表，保证每班每周一节心理课，让爱住
我家、雨后彩虹、不完美的我很美、我
和我们……一节节精彩纷呈的心理课
像一盏盏明灯，照亮孩子们的内心世
界，引领他们走向健康、积极的人生。

“通过以班级为单位，根据学生不同
年龄特点组织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题班
会，引导学生自主分析、自主解决自身所
面临的心理困惑，达到释疑解惑、减压减
负的目的。”西冲小学心理健康专职教师
王鸿宇说。

西冲小学还通过提供注意力训
练、人际交往等体验式的团体辅导活
动，为学生提供“心语信箱”便捷式心
理健康服务，帮助个体在实践中学习
和成长。西冲小学青少年成长中心负
责人陈玲玲表示，通过为学生提供个
性化的心理支持和帮助，使每个学生
都能得到量身定制的个体辅导方案，
从而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

5月 22日 8时 30分，昆明市五
华区普吉街道观音寺社区残疾人日
间照料站的教室前，身穿红色马甲
的罗晓林打开卷帘门，站在门口准
备迎接“孩子们”上课。一进门，“孩
子们”就热情地和罗晓林分享自己
的进步。

“罗老师，我今天自己坐车来的。”
“罗老师，我的猫是不是画得特

别好？”
罗晓林是残疾人日间照料站副

站长，她和另外两位老师照料的“孩
子”是18名年龄为19岁至36岁的智
力残疾学员。

“社区日间照料站成立13年来，
先后有50多名学员来到这里。经过
长时间的社会融入、生活自理等课
程学习和练习，大多数学员都能够
做到自己乘车上学、回家，到商店、
菜市场能够准确表达自己想要购买
的物品和计算价格。这样看似简单
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
辛苦的过程。”罗晓林感慨不已。

小清是照料站的学员之一，
她 2018年来到照料站。起初，
每次上课她都不愿意坐下，总
爱在教室里走来走去，遇到不
开心的事会对着同学、老师
大声尖叫，生气的时候还会拍
桌子……面对这样的情况，罗
老师并不强迫小清上课一定要
坐下，小清不开心的时候也只是
温柔地拍拍她的肩，耐心地给她
讲道理，或者带她出去走一圈，等小
清心情平静后，再带着她一起整理
弄乱的书本。

从抵触到接受，如今小清已经养
成了良好的习惯。小清妈妈说：“以前
孩子特别爱发火，在照料站老师的关
心教导下，她现在发火的次数变少
了。在家最困难的午休，在照料站里，
孩子不仅自觉到午休室休息，醒来
后，还主动叠被子……多亏了照料站
的老师。照料站为大龄特殊孩子提供
了固定的活动场所，也减轻了特殊家
庭的压力。”

罗晓林和照料站的老师最开心
的是学员们能够真正学会独立，走
向社会。从 2013年开始，有学员到
工厂从事搬运工作；有学员去超市
从事销售工作；还有学员做了乐器
葫芦丝、吉他的助教……“我们的学
员虽然智力上有一些缺陷，但他们
对事物的专注度更高，走入社会后，
他们可以从事一些强度不大的体力

工作、简单的脑力
工作，因此也受到了
用人单位的好评。有
的工厂前不久还和我
联系，希望我们再推荐几
个学员过去。”罗晓林说。

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就
像培育一粒需要等待发芽的
种子，一年两年或许都没有改
变或者进步，但如果持续下去
呢？我们再坚持到第三年、第四
年，这个“孩子”或许就学会了怎么
照顾自己，懂得了老师和家长的良
苦用心。“我把我的微信名改为：大
山，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像大山一样
成为孩子们的依靠，也像大山一样
祝福每个孩子健康成长。”罗晓林感
慨地说。

5月 23日一大早，嵩明县嵩
阳街道倚伴社区的共享菜园就热
闹起来。倚伴小学四年级的80名
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菜园
里。“孩子们，今天咱们来菜园干
什么？”领队老师话音未落，孩子
们就大声喊起来：“摘菜送给老爷
爷、老奶奶。”稚嫩的童音回荡在
菜园上空，弥漫着尊老、敬老、爱
老的温馨气氛。

今年 3月，倚伴社区和倚伴
小学联动建设了社区劳动教育实
践基地共享菜园。菜园占地约
500平方米，由社区负责栽种蔬
菜，倚伴小学的学生们定期到菜
园管理、维护。同时，菜园也是孩
子们的科普示范基地。社区在菜
园里设置了各类蔬菜、虫子种类
等多种小标牌，方便孩子们在除
草、浇水的劳动实践中学到更多
的农业知识。“蔬菜成熟后，就由
孩子们采摘了送给社区的独居老
人、困难群众等。”倚伴社区党委
书记王继业介绍，“六一”儿童节
即将到来，为了发扬“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
统美德，社区和倚伴小学联合组
织了这次“童心入户送菜 暖心
关爱老人”活动。

“老师，给我一个袋子，我来
摘辣子。”“老师，我们小组负责摘
大白菜。”孩子们摩拳擦掌、争先
恐后地走进菜地，四年级 113班
的张梓菡告诉记者，她非常喜欢
到菜园里干活，这里不仅有阳光、
微风，还有欢声笑语，大家在快乐
中就学到了劳动课上的知识。10
岁的李浩然是小男生里跑得最欢
的一个，只见他倏地拔起一个莲
花白就跑到菜地边摆放好又风
一般地跑回菜地，短短几分钟，
他已拔了七八个莲花白，细密的
汗珠浸湿了头发，胸前鲜艳的红
领巾随风飘扬。老师笑着招呼
他：“慢一点，摘下来就行了，不用
整个拔。”

半小时左右，菜地边已摆放

了一堆莲花白、大白菜和青椒。孩
子们又七手八脚地修整蔬菜、装
袋，“三种蔬菜每个袋子里都
放一些。”领队老师穿梭在
人群中，给孩子们示范
怎么打包。“装好的蔬
菜就放在原地，叔叔
阿姨们来上车。”倚
伴一组党支部党员
杨雪柔接过孩子们
手上的袋子怜爱地
说。当天，除了 80名
小学生外，社区还组
织了 30多名党员、群
众志愿者加入其中，
协助孩子们搬运蔬菜。

10 时 20 分左右，党
员、群众志愿者或骑车或
开车载着孩子们走进社区，将
承载着满满爱心的蔬菜免费送
到 50余户独居老人、困难群众
家里。“爷爷，我们给您送菜来
了。”四年级 112班的吴梓露和
113班的王若林、张梓菡拎着菜
一蹦一跳地走进特困供养人员
杨明友家。75岁的杨明友早年因
腿受伤行动不便，拄着拐杖颤巍
巍地走出房门，孩子们随即跑过
去扶着他。“爷爷，这是我们刚摘
的菜，可新鲜了，露珠都还在上
面呢。”看着孩子们如花的笑靥，
杨明友那布满皱纹的脸庞也露
出了笑容，激动地说：“感谢党，
感谢政府，感谢娃娃们惦记着我
……”

10年前因病致贫的张自勇
当天也收到了爱心蔬菜。他一个
劲地连声说谢谢，他告诉记者，
自从患病以来，社区就把他列为
困难慰问对象，经常得到社区的
关心和照顾。“5月初就收到一份
爱心蔬菜，今天又收到孩子们送
来的新鲜蔬菜，我很感动，感谢
党和政府的关心。”张自勇热泪
盈眶地说。

“劳动的意义是什么？尊老爱
幼又如何体现？作为老师，我们不

能只抬着书本讲，要带孩子们走
进生活，通过种菜、摘菜、送菜这
样有意义的实践活动，让他们在
人与人的合作、温情中感悟劳动
的意义，传承尊老敬老爱老的优
良传统。”倚伴小学校长李红琼告
诉记者，自共享菜园创建以来，该
校400多名学生按年级轮流到菜
园劳动，送菜给独居老人、困难群
众等。

“这次共送蔬菜300余斤，加
深了社区与学校的联系，展现了
孩子们积极向上、爱老敬老的良
好形象，也促进了社区和谐氛围
的构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拓宽
志愿服务领域，深入挖掘共享菜
园资源链接作用，鼓励更多党员、
群众参与社区活动，不断提高社
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王继
业说。

“老师，我们去送下一家了。”
孩子们拎着菜蹦蹦跳跳地走进小
巷。巷子深处，一缕初夏的阳光照
射下来，温暖而明媚。

别样“六一”“童”样快乐
本报记者刘晓婕 李燕 舒珺珩 万旭 文/图

用爱陪伴“特殊孩子”成长

做好家校共育
打造有温度教育

送爱心菜 传敬老情

“梦想书屋”成为留守儿童幸福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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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林带领学员排练节目罗晓林带领学员排练节目。。

小朋友们给杨明友爷爷送菜。

孩子们在摘辣子孩子们在摘辣子。。

你摘菜你摘菜，，我传递我传递。。

小朋友们在小朋友们在““梦想书屋梦想书屋””看书看书。。西冲小学开展西冲小学开展““最美笑脸最美笑脸””活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