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昱璇：再捐1000元压岁钱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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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来临，天气变得愈发炎热。不少孩子
喜欢到水边玩耍。那么，如何避免悲剧发生？
遇到有人溺水该怎么办？

家长对孩子要做到“四个知道”
暑假时，家长要了解孩子的动态。比如，孩

子去做什么？孩子去哪里？孩子和谁去？孩子
何时回来？

如果孩子想和小伙伴去野外玩水，一定要
及时当面阻止。如果孩子在外没有及时回来，
要立即去寻找。如果是幼童，尤其要看护好，不
要让其脱离监护视线，以免发生溺水、坠楼、走

失等悲剧。
家长带孩子下水游泳时，要坚持让孩子穿

高质量的浮身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
避免出现抽筋等现象。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
西，有可能被呛住。同时，告知孩子，不熟悉水
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溺水时要如何自救？遇人落水
如何正确救援？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大声呼救；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
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

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
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大声呼

叫，找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
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求大人帮助。在
岸上的人可以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
如救生圈、木板等;寻找竹竿、树枝等递给落水
者，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时
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

切记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不能手拉手施
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不留神就会被落水者
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据湘微教育、学校安全教育平台）

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

7月12日上午，李昱璇77岁的外公来到
晚报，说是代其外孙女来捐款。

李昱璇是建宁中学初三五班的学生，今
年参加中考。外公说：“本来她想和我一起将
捐款送过来，但因为中考成绩差株洲市二中
录取分数线1.5分，有些气馁，便委托我过来
了。”

过去几年，李昱璇或其外公来捐款，姓名
一栏都只留下“某某小学学生”或“建宁中学
学生”的字样，不愿透露真实姓名，不愿拍照，
不愿留电话号码，甚至连收据都不要。12
日，记者接过捐款后对李昱璇的外公说：“参
与公益捐赠，一个人的力量太小，只有通过宣
传报道，让大家都来参与，才能帮助到更多的
人。”

在记者的劝说下，李昱璇的外公答应接
受记者采访。记者打开电脑，查询往年的助
学捐赠记录，发现李昱璇捐款是在其读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但2020年的捐款却
是3000元整。李昱璇的外公解释说：“2020
年捐款，李昱璇捐了1000 元压岁钱，她爸爸
妈妈捐了1000元，我们外公外婆也捐了1000
元。孩子这么有爱心，我们长辈和她一起捐
款，以示支持她！”

李昱璇的外公介绍，孩子之所以参与金
秋助学，关键原因是晚报，“我是晚报的老订
户，孩子暑假时都会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看到
晚报的金秋助学，孩子便萌生了捐出压岁钱
参与助学的想法。”

这两年，每次都是外公代外孙女来捐款，
中间是否还有什么故事？李昱璇的外公说：

“我老家在福建福州，在上海读了六年医科大
学（本应为五年，延迟一年毕业分配）。我的家
庭比较困难，全靠国家助学金才得以完成学
业，应该说，我一直对党和人民怀有无比的感
恩之心。李昱璇小小年纪就懂得帮助他人，十
分合我的心意。”

得知身处逆境中女孩的故事时，记者有一
些心酸，刚满十八岁的花季女孩这么早就感受
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生活给她的“考卷”
一直是困难模式，不沉溺于苦难、不抱怨命运
不公，她靠天性中的积极乐观不服输，交出了
一份让亲人骄傲、也不负青春的“答卷”。记者
被她阳光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所感动。相信
通过自身努力，她一定会实现美好的梦想。

●爱心寄语：希望哥哥姐姐们放下包袱，
轻松迈进大学校门，努力读书，学成后，为家
庭出一份力，为国家增光添彩！

●公益之路：从 2017 年起，每年都捐出
1000元压岁钱参加金秋助学，今年已经是第
六年。

为给父亲挣营养费
她一个月要做7份家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贫困生档案
编号：005
姓名：小优
性别：女
毕业学校：市四中
高考分数：597（历史类）
高考志愿：中国传媒大学、湖
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
家庭情况：父母离异，从小
和父亲生活，父亲重病，家
中还有年迈老人。

▲小优和爷爷。 记者/谭筱 摄

株洲晚报爱心热线电话：座 机 ：
28829110；手机：13873320022（郑记者，微信
同号）。

捐赠银行账号：开户单位：株洲晚报志
愿者联合会；开户行：兴业银行株洲分行营
业部；开户账号：36808 01001 00395 969。

记者走访纪实

小优的家在荷塘区新苗路一个教师小
区里，她是个漂亮、爱笑的姑娘。

小优 5 岁时，父母离异，她跟随父亲生
活。在她的记忆里，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母
亲离开家的时候还欠债 60 余万元，父亲一
边还债一边带着年幼的她生活。

毛坯房、出租房、旅店，小优和父亲都住
过。“小时候条件是很差的，可那时候和父亲
在一起却很快乐。”小优说。

从小到大，小优都很懂事，她也是父亲
全部的骄傲。父亲是一名音乐教师，在她的
学习开销上从不吝啬。从初中起，她就考入
长沙就读，成绩也名列前茅。

可命运弄人，两次转折，让一家人的生
活成了难题。小优在高二下学期时因患病，
需要住院休养半年。就这样，原本在“尖子
班”能够排名前十的她，只能回到离家近的
学校，既方便家人照顾，也能一边养病一边
学习。尽管身体不如从前，可在学习上她
从未放弃。“那时候就在医院、学校两边跑，
在家养病期间，也从未放下书本。”小优告诉
记者。

祸不单行。在高考前，父亲不幸得了重

病。在昂贵的治疗费、大学学费双重压力
下，一家人愁眉不展。

“成熟有时就是一瞬间的事。”小优的爷
爷告诉记者，高考前两个月，她得知爸爸被
查出患有脑胶质瘤。这是小优第一次听说
这个病，听着家人的描述，她认识到这是很
严重的病。

“当时我的内心第一次感觉到沉重，以
及无尽的害怕与无助。”小优说。

“父亲患病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等我上
大学后，能够自驾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现在，我考上了大学，他却失约了。”小优
突然哽咽起来。如今，父亲虽然手术已经成
功，可还躺在医院里，意识没有完全恢复，由
年迈的奶奶照顾。

小优坦言，高考结束后，她就开始四处
上家教课，一个月要做7份家教。她从不觉
得辛苦，因为这样一个月下来挣到的钱能够
负担父亲的营养费和些许生活开销。

“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当我努力了，有
了好的成绩，一切阴霾随之消散。”小优很清
醒地认识到，自己需要拼一个未来，不仅为
了自己，也为了父亲。

老师说

班主任王永忠说，小优学习十分
刻苦，成绩在全校前列。

“自立自强”是她的标签，能够和
同学们打成一片，也是老师的得力助
手。似乎很难从这个乐天派的女孩身
上看出，这个困难家庭背后的辛酸。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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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老师和专家到底为家长们提供
了哪些建议，准备了哪些锦囊？本报
记者专门进行了采访。

■要不要提前学习小学知识？
采访中，不少家长表示，希望为

孩子在暑期报名“幼小衔接”培训班，
提前学习拼音、计算、英语等。

老师表示，从长久来看，提前学
习小学知识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
用，甚至给孩子的成长还会带来一
系列的危害。一方面，孩子可能因提
前掌握小学知识而容易分散注意力；
其次，过早让孩子进行太多文化知识
的学习，可能限制孩子的全面发展。

老师建议，激发孩子的求知欲，
养成良好的习惯，才是学前儿童的家
长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多带孩子观
察生活，让孩子自己去探索其中的奥
秘和原理。

■小学生需要改变哪些习惯？

老师表示，有的幼儿没有良好的
倾听习惯、上下课时间观念不强，也
没有保管和收拾自己物品的习惯，这
些问题一定不要带到小学。

老师建议，家长和孩子交流的时
候，可要求孩子看着自己的眼睛说
话，不能边做其他事情边与家长交
流。在孩子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家长避免在旁边走来走去，或总是中
途打断孩子，特别是避免让孩子长时
间看手机。

同时，在生活中逐步让孩子学会
整理书包，让孩子养成整理自己物品
的习惯。

老师建议，开学前的一个多月时
间里，每天可与孩子一起阅读绘本，
然后让孩子讲讲故事内容。需要注
意的是，与孩子交流时，要求孩子耐
心听完再发言。

同时，要求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及时做到物归原处。可制定家
规，在孩子面前不随意妥协，要求孩
子遵守规则。

日前，阳光下没有孤独“七彩假期·情暖童心”芦淞区第
八届农村青少年公益夏令营活动在白关书画院启动，100名
留守儿童分三期参加此次公益活动。

据了解，活动由市救助管理站、市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芦淞区白关镇政府等单位主办。首期活动共有41名青年志
愿者和40名农村未成年留守儿童参加。孩子们在为期一周
的时间里，体验了益智课堂、素质拓展、开心农场等丰富多
彩的活动，体验了不一样的暑期。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罗立新 摄影报道）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2022 级高一新生
报名工作已陆续启动，一大批学子将正式走进高中校园。
老师们向同学们建议，切莫浪费假期时光，可加强身体锻
炼，充实文化知识，为高中生活提前做好准备。

南方中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生可利用暑假弥补初中
的“瘸腿”科目，以便更好地适应高中较快的学习进度和节
奏；其次，要做好高中学习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的自我设计
与准备。建议大量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与时政刊物，除了拓
展眼界以外，为高中学习生活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在阅
读的同时，尝试动笔写下心得体会或暑假生活的点滴感受。

老师们还建议，同学们要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体
育运动，锻炼身心，让自己既有强健的体魄，又具备展现个
人风采的技能。

记者了解到，高中学校对学生的礼仪和形象要求也更
加严格。多所学校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在校期间烫发、染
发、纹身、佩戴首饰和穿拖鞋，学生们务必提前知晓。

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也不要着急。记者了解到，相关
学生注册报到后，可向班主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申请国家
助学金等各类资助项目，以解燃眉之急。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在球场挥洒汗水，
在弯弓搭箭中磨炼专注力……7 月 11 日，第四季小学生暑
期健身小达人系列活动启动，旨在培养青少年个人素质，增
强体质，挖掘青少年的运动特长及潜能。

小学生暑期健身小达人系列活动由株洲市全民健身服
务中心与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联合主办，活动参与
对象为全市7—12岁的小学生。今年，共有5个公益健身集
训项目，分别为武术、足球、篮球、羽毛球、射箭，项目均有20
节免费集训课程。活动期间，还将发起“我是健身小达人”
主题征文，活动结束后将颁发暑期社会实践证书。

据了解，株洲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还将举行80场预防
溺水公益大课堂。这些课堂会在我市的各个中小学和该中
心游泳馆陆续展开。通过与学校、专业培训机构的联合举
办，让青少年提高安全意识，掌握游泳救生技能，最终达到

“珍爱生命，科学健身”的目的。

株洲日报社为小朋友开展公益健身集训
当暑期健身小达人

▲一名小学生跟随教练进行射箭训练。 记者/戴凛 摄

助力幼小衔接

家、校、园“互动”忙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七彩假期 情暖童心

高一新生报名陆续启动
老师建议：假期别忘锻炼和“补短腿”

▲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哥哥姐姐带领下，走进芦淞区枫溪学校参观。
记者/戴凛 摄

我市小学招生入学报名已进入
倒计时，一大批幼儿园的孩子们即将
走进小学校园。

如何让孩子们平稳完成幼小衔

接，成了不少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记
者发现，不少幼儿园通过积极与小学

“互动”，并邀请专家为家长们“开
课”，为家长们打开了心结。

随着幼升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大班的孩子们即将告别幼儿园，开启
小学的美好时光。但孩子们心中有
些小问题，想当面问问小学老师和小
学的哥哥姐姐。于是在毕业前，株洲
市幼儿园邀请何家坳小学7位老师和
7 名小学生走进 7 个大班，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答记者问”活动。

小学生活又是啥模样？很快，幼
儿园的孩子们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
走进学校参加升旗仪式，观看爱国爱

党教育专题活动，参观小学校园，提
前熟悉小学的生活状态。

不只是在城区，在各县市也有着
丰富的互访活动。

在醴陵市来龙门街道中心学校，
幼儿园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和大哥
哥、大姐姐一起体验了绘本示范课学
习。课后，学校老师还与幼儿园教师
代表相互交流，并对如何做好幼儿园
大班幼儿入学准备、小学一年级新生
入学适应提出意见和建议。

提前互访熟悉校园生活

不只是儿童需要提前了解小学
生活，家长尤其需要“做好预习”。

7月6日，芦淞教育幼稚园组织召
开幼小衔接专题家长会，特邀株洲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室副主任
邓艳、芦淞区教育教学研究指导中心
副主任吴志敏、芦淞区樟树坪小学校
长刘玟艳等专家，为家长们提前“预
热”，解答心中难题。

活动中，芦淞教育幼稚园园长肖
瑛从什么是幼小衔接、幼小衔接存在
什么问题、幼小衔接关键点是什么等

方面，让家长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幼小
衔接，并详细介绍了该园开展幼儿入
学准备工作的情况。

刘玟艳则以《陪你长大》为题，介
绍了樟树坪小学探索幼小衔接入学
适应教育工作的做法，让家长们减少
了不少担忧。

家长代表还解读了《幼儿入学准
备家庭指导手册》，就孩子入学在身
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学习准
备等四个方面，给家长提供了有效的
家庭指导建议。

园长、校长为家长授课

相关新闻 这些“锦囊”请家长收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