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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服务变志愿服务 居民有福了

多孩家庭，父母的爱如何分？

记 者 有 一 个 哥 哥 ，青 春 期 的 时 候 ，会 觉 得 父

母 偏 心 哥 哥 ，生 气 闹 别 扭 的 时 候 常 有 。 但 我 有

一 位 好 父 亲 ，他 并 不 会 用 言 语 表 达 爱 ，但 他 用 点

点 滴 滴 的 行 动 ，让 我 回 首 自 己 的 青 春 时 ，看 到 的

只 有 光 亮 。 即 使 他 老 人 家 已 仙 逝 ，而 我 也 年 过

半 百 ，忆 起 父 亲 对 我 的 疼 爱 ，我 都 得 说 ，父 亲 没

有 在 两 个 孩 子 中 间“ 端 水 ”，他 只 是 用 爱 弥 补 了

一切。

确 实 ，在 二 孩 或 三 孩 家 庭 中 ，随 着 小 宝 宝

的 出 现 ，或 多 或 少 会 造 成 家 长 的 偏 心 ，特 别 是

在 无 法 同 时 满 足 多 个 孩 子 需 求 的 情 况 下 ，“ 爱 ”

的 天 平 容 易 倾 斜 。 因 此 ，日 常 生 活 中 ，家 长 不

仅 需 要 在 物 质 上 尽 可 能 平 衡 每 个 孩 子 ，在 精 神

上 也 要 给 足 陪 伴 ，让 每 个 孩 子 都 能 感 受 到 来 自

父 母 的 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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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应尽可能一视同仁记者手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罗小玲

这些日子，记者在某音上总能刷到多孩家庭的

父母面对孩子“争宠”的场面，有的家长应变得当，

孩子们哭哭闹闹之后，一派和谐；有的家长办法少弄

得一地鸡毛……娃多了，父母的爱该如何分配？

随着“三孩政策”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

了从独生子女到多孩的转变。几多欢喜几多忧，多

个孩子的加入，给原有家庭关系特别是亲子关系带

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孩子的心理问题也困扰着很

多年轻家长。

[案例]
“爱的天平”倾斜了

天元区的秦女士介绍，在弟弟跳跳（化名）出

生后的三年时间里，哥哥峰峰（化名）一直对弟弟

都挺好。“他们两兄弟相差四岁，一般不会出现争

抢父母、玩具的情况。”老二出生后，作为母亲的秦

女士明显偏向老二，她总是认为孩子小，需要更多

的关注和照料。对于两兄弟的关系，她从没担忧

过。但是，最近几个月，她发现哥哥发生了很大的

变 化 ，有 时 会 趁 着 家 人 不 在 ，抢 走 弟 弟 嘴 里 的 食

物，或者把弟弟的玩具抢过来扔在地上，吓得弟弟

哇哇大哭。

“刚开始，我们并不在意，以为是孩子在搞恶作

剧。”秦女士说，“后来发现哥哥对弟弟的欺负越来越

明显，好几次还把弟弟推到地上，自己则若无其事地

在旁边搓手嬉笑。”哥哥突如其来的变化让秦女士很

是烦恼。后来，每次看到弟弟受委屈，她和老公总会

控制不住，劈头盖脸对着哥哥就是一顿吼。可家长

的怒吼并没有改善哥哥对弟弟的态度，反而越来越

糟糕。峰峰觉得父母只喜欢弟弟，只会对自己发脾

气，经常感到很委屈。

“有时哥哥还反问我，为什么要生弟弟，快把弟弟

送人。”类似的话语让秦女士很伤心，“孩子还这么小，

感情就出现了危机，今后要怎么相处呀？”

[分析]
“同胞竞争”属正常现象，家长不必过多忧虑

秦女士并不是个案，现在许多二孩或三孩家

庭 的 难 处 在 于 无 论 怎 么 做 都 不 能 让 孩 子 感 觉 到

公平。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同胞竞争”。第

一 个 孩 子 在 父 母 生 育 第 二 个 孩 子 时 会 有 一 定 的

失落感和排斥感，甚至会有一些充满敌意的情绪

和举动（5-6 岁的孩子尤为明显），如：经常哭闹、

呵斥弟弟妹妹、掐打弟弟妹妹等情况。这些都是

自然界的本能“同胞竞争”现象，为了争夺父母的

爱和成长资源，两娃或三娃之间必然会有比较和

竞争。

其实，“同胞竞争”属于正常现象，家长无需过度

紧张，但也不能完全忽视，要做好对长子（女）的解

释、安抚和心理引导。对于弟弟妹妹的出现，绝大多

数孩子会自我调整和适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

“敌意”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手足间的情感越

来越深厚。

从另一角度来看，人类是需要社会化的高级群

居动物，“同胞竞争”是一种相对安全的竞争。在成

长过程中，孩子间不断进行分享、谦让、理解和竞争，

有利于他们以后更好地应对社会竞争，提高自我的

适应能力。

居民正在西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练习书法。记者/姚时美 摄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姚时美

家里下水道堵了，电器坏了，通常都要付费维

修。但荷塘区桂花街道西子社区居民只需打个电

话，就有志愿者上门免费服务。不仅如此，居民突然

患病，也能接受免费送医服务。这一切，都与西子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有关。

近年来，西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党建为

引领，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和志愿者的带头作用，成

为爱心互帮互助的“好帮手”，为广大居民送去暖心

服务。

家电坏了，找书记

“麻烦你们了，赵书记。”每周六下午，荷塘区玫

瑰名城小区，不少居民都会对小区党支部书记赵光

辉和志愿者李鸿由衷地感谢。

赵光辉是玫瑰名城小区党支部书记，西子社区

知名志愿者和文明创建带头人。

2021 年，赵光辉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了解到

小区居民在家用电器维修方面普遍面临难题，一旦

电器损坏，维修费用较高，购买新的花费更大。

他立即号召小区和志愿者团队中有维修技能的

党员、群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随着志愿者李

鸿的加入，他和赵光辉成为玫瑰名城小区义务维修

家电的“黄金搭档”。

为增强群众的知晓度，赵光辉经常在社区、小区

微信群中转发义务维修信息，他自己的私人号码也

成了 24 小时服务专线。只要接到居民电话求助，赵

光辉和李鸿就会上门免费维修。

两年多来，家电维修已经成为玫瑰名城小区家

喻户晓的志愿服务品牌。

有难事，找“晓雷哥”

西子花园小区党支部书记刘晓

雷，因长期从事志愿服务，被人亲切

地称为“晓雷哥”。

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刘晓

雷了解到小区居民同样面临下水道

疏通难题。于是刘晓雷自购疏通设

备，带领志愿者长期为小区居民免

费疏通。

不仅如此，针对小区老年居民

集中的现状，今年 4 月 6 日，刘晓雷

还发起成立小区第一现场目击者紧

急救护志愿服务队，为紧急发病或

遭遇意外受伤的居民义务送医。

4 月 14 日，服务队成立第八天，

就接到了小区一位居民紧急求助：

他的母亲眩晕症发作，突然晕倒，身

边只有 4 岁多的孙子，需要立即帮

忙送医！

刚回家准备吃晚饭的刘晓雷立

即放下碗筷，与其他热心业主赶到

老人家里，并拨打 120 急救电话。等医务人员赶到

后，刘晓雷一行又将老人背下楼，送上救护车，并一

路陪同到医院，协助老人接受检查、就医。老人出院

时，刘晓雷又开车将她接回家。

如今，该服务队在西子花园小区已为广大居民

所熟知，只要遇到紧急情况，居民直接联系志愿者，

就能及时得到帮助。

各种需求都可找文明实践站

11 月 3 日上午，文明实践站来了不少居民，手拿

毛笔，正在一笔一画对着字帖练习书法。

“我们一起练字，更有氛围，拉拉家常，又多了一

些朋友。”一名居民说。

这是小区居民参加西子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日

常活动的场景。自 2019年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立以

来，带领社区广大党员、志愿者广泛开展政策宣讲、文

艺活动、公益讲座、卫生清扫、“牛皮癣”广告治理、困难

帮扶等一系列工作，还先后打造了“家门口文艺课堂”

“家门口京剧国粹志愿服务队”等志愿服务项目。

今年以来，文明实践站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90余次，服务群众 500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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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记者15周年暨校园记者文化节节
系列活动系列活动热力来袭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颜家萍）一

年一度的校园记者文化节来了！这将是一次展示自

我、提升自信的舞台，这也是一次锻炼口语表达和交

际能力的实践机会。

本月起，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将推出株

洲日报社校园记者 15 周年暨校园记者文化节系列

活动，校园记者“五能”培养工程品牌活动、株洲市

中小学生第七届科技嘉年华、2023 湖南省小记者

“十强百佳千优”评选赛（株洲决赛）、株洲日报社校

园记者 15 周年之“2023 年度颁奖盛典”、校园记者嘉

年华暨“11 月生日会”、赋能妈妈家庭教育等多项精

彩活动。

“邀请所有小记者用文字或视频记录‘我的校园

记者生活’。”值此 15周年之际，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

俱乐部发起“我的校园记者生活”有奖征集活动，邀请

全体校园记者分享自己的校园记者经历和感悟，

共同回忆这美好的时光。

15年间，越来越多的学生陆续成为株洲日

报社校园记者。多年来，校园记者获得了户外

采风、社会实践、面对面采访、主题征文、专题

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机会。历经锻炼的校

园记者综合素养得以全面提升。

此次系列活动将为校园记者们提供丰富的实践

机会，有效助力学生的全面成长。让他们在活动中提

高写作，享受乐趣，锻炼意志。

校园记者走进渌口区鲜果小镇。记者/吴欣阁 摄

把课堂搬到田野：校园记者体验劳动生活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颜家萍 吴欣阁）

11月 4日、5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组织 40余

名校园记者走进渌口区鲜果小镇，开展“田间课堂体

验‘莓’好劳动生活”主题活动。把课堂搬到田野，校

园记者们体会劳动的意义，体验收获的滋味。

玩游戏、种草莓、挖红薯、分享美食……校园记

者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圈到底”和“高

山流水”游戏。这些活动不仅让他们感受到了秋天

的气息，更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会了团结友爱、互帮互

助、相互理解的精神。

“你看这颗草莓又红又大，好漂亮！”“哇，土壤还

可以有这么多不同，这真是一门大学问。”走进基地，

校园记者们仔细观察着草莓的叶子和果实的形状，

还不时地向基地工作人员询问有关草莓的知识，有

的校园记者拿出采访本和笔有模有样地采访了基地

工作人员。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校园记者

们通过“沉浸式”参与劳动实践，和土地“零距离”接

触，深刻领会农耕文化，亲身体会劳动艰辛，在汗水

中获得了宝贵的农业生产经验，培养了良好的劳动

习惯和品质。

11 月 7 日，天元小学的

操场上，长长的画布就地铺

开，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趴

在地上，拿起手中的画笔开

始作画。校园记者们舞动着

手中的画笔，以书言志，以画

寄 情 ：从 急 速 奔 驰 的“ 复 兴

号”到神舟飞船的发射成功，

从简单温馨的小家到日新月

异 的 大“ 家 ”。 在 绘 画 过 程

中，现场部分家长代表及校

园记者共同合作，进行一场

创意的碰撞。

“你看，我画的是我的校

园……”参与活动的张同学

深情地述说着，看着自己的

作品，现场的孩子们脸上都

扬起了灿烂的笑容。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彭慧洁 摄影报道

亲子共绘百米长卷 记录校园记者生活

本报讯（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辅导老师/
谭逸伦） 近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

部联合炎陵县武装部开展以“抗战老兵宣

讲进校园”宣讲红色事迹活动，抗战老兵陈

松华为校园记者们带来了一场热血沸腾的

“红色故事会”，教育引导学生们传承红色

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活动中，陈松华以“老兵”身份，从“老

兵”视角，用朴素的语言讲述红色故事，分

享当年的感人故事，用亲身经历为师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同时，

陈松华寄语校园记者们，要珍惜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铭记历史，热爱祖国，刻苦

学习。

连日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联

合我市多所学校积极开展“战场老兵红色宣

讲进校园”活动，旨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

命精神，受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红色基因薪火传
老兵宣讲进校园

校园记者开展红薯采摘活动。记者/颜家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