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运河区水月寺街北

头，有一家名为“嘿，安

逸”的小吃店，主营重庆

小面、四川小吃和馒头、

包子、糕点。

中午12点，店里已来

了不少顾客，但却没有点

餐和呼喊“服务员”的喧

闹声萦绕在耳畔，大家都

在安静地享用美味的午

餐。每张桌子上都放着一

个粉色心形提示牌，一面

写着“请来一下”，另一

面是“需要服务”。顾客

寻找服务员时，只需将牌

子高高举起，就会有人来

到身边。服务员与顾客的

沟通交流则通过手语或文

字书写来完成。

原来，这家店是由与

沧州市特教学校合作的爱

心企业开办，其中的厨

师、服务员和经营管理

者，全部是学校中专部烹

饪专业的听障学生。

自2017年创立中专部

以来，沧州市特教学校从

学生的发展需求出发，深

入开展校企合作，多方开

拓渠道，为孩子们铺设就

业之路，助力残障少年走

向社会。

10月22日下午，沧州市水月寺小学处处洋溢

着热闹、喜庆的气氛。建校135周年庆典在铿锵

的大鼓和清脆的腰鼓声中拉开了帷幕。400余名学

生在操场上迈着统一的步伐，挥舞着小鼓槌，有

节奏地敲击着腰鼓，尽情抒发心中的喜悦之情。

近年来，水月寺小学将传统文化教育和家乡

教育融入学校特色活动之中，让孩子们在多彩实

践中去体验，去感受，去思考，不断提升对传统

文化和家乡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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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家乡教育深化家乡教育

本报记者 赵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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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间市第一实验小学

千人诵千人诵《《诗经诗经》》

感受家乡美底蕴

在水月寺小学的校园
里，有一条“印象沧州”文
化长廊，详细介绍了沧州的
发展历史、风土人情、名胜
古迹等。沿着这条长廊从东
到西走一遭，你就能从多角
度了解这座城市。

这条长廊也成为学校每
年两次远足研学活动的第一
站。伴随着老师的讲解，孩
子们边走边看，加深对家乡
文化的认识。

两次远足研学分别以红
色教育和运河文化为主题。

走进胜利公园，重温青
沧战役的战火硝烟，齐诵朱
德总司令为青沧战役胜利而
作的七律《冀中战况》，了
解沧州解放的艰难历程。在
马本斋广场，孩子们肃立于
马本斋雕像前，聆听英雄
故事，再忆他为民族解放和
人民幸福而浴血奋战的峥嵘
岁月，学习他追求真理、坚
持理想的优秀品格。

行进在运河沿岸，观两
岸风景，品风土人情，感受
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对这
座城市的滋养。步入沧州文
化地标——清风楼，孩子们
驻足于“大运沧州”“九河
胜景”“和谐渤海”“靓丽狮
城”等展区，仔细观看《运
河全图》 及运河沧州段八
景，欣赏沧州籍文人的传世
诗词歌赋和书法作品，了解
沧州的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以及获得国家地理
保护标志的土特产品。站在
30米高的观景平台上，大
家俯瞰蜿蜒流淌的京杭大运
河，感受着沧州悠久的历史
文化底蕴；远望一座座高楼
拔地而起，欣喜于家乡日新
月异的发展变化，努力学
习、建设家乡的豪情激荡在
孩子们心中。

领略汉文化魅力

“天地玄黄，宇宙洪
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
成岁，律吕调阳……”又到
了课间操时间，操场上孩子
们整齐列队，一边吟诵《千
字文》，一边出拳、踢腿、
蹲马步，朝气蓬勃，虎虎生
威。

这套千字文武术操由水
月寺小学的老师创编而成。
整套动作包含了武术中的
掌、拳、虎爪等基本手型，
马步、弓步、仆步等基本步
伐，以及马步横打、弓步劈
掌、仆步亮掌、抱拳弹踢等

动作。武术操与朗朗上口的
《千字文》及节奏鲜明的音
乐相结合，既锻炼了身体，
又增强了孩子们对于国学经
典的记忆。

翩翩长袖舞动汉风清
韵，悠悠雅乐牵起思古幽
情。在一年一度的“汉文
化节”上，全校师生着汉
服、画汉字、演成语、唱
诗文……共同了解和感受
汉文化，传承经典。而古文
考级大会则成为每年汉文化
节上最令孩子们津津乐道的
环节。

2015 年，水月寺小学
开设了校本课程“古诗文诵
读”。为检验孩子们对所学
古诗词的掌握程度，学校策
划推出了以校本教材为依
据、家长代表和教师担任评
委、学生全员参与的“古文
考级大会”。

“读书，始读，未知有
疑；其次，则渐渐有疑……”
学生们从容地站在评委面
前，如行云流水般将一首首
经典古诗文娓娓道来，进而
收获考级证上一枚鲜艳的印
章。那一刻，孩子们自信满
满，成就感爆棚。

守护母亲河

作为全国生态文明教育
特色学校，水月寺小学的师
生们在远足研学时，特别关
注大运河的水质、两岸生态
和环境保护情况，并以实际
行动守护“母亲河”。

居住在运河沿岸的刘
一诺和李泫澈两位同学，
看到清洁工冒着酷暑打扫
运河两岸垃圾，就携手合
作，通过搭建和编程，设
计出了垃圾清扫车。他们
的作品在全国科技影像节
上荣获三等奖。

学校师生和市委党校中
青班的优秀学员一起开展

“大手拉小手、一同健步
走，捡拾白色垃圾，保护大
运河”活动。孩子们亲手制
作环保布袋，到运河边捡拾
白色垃圾，还通过宣讲，让
更多的人了解保护生态环境
的重要性，养成低碳环保的
生活方式，助力大运河水更
清、景更美。

每年春季开学，学校都
会组织“捐出压岁钱 救助
伤残鸟”爱心义卖活动，16
年来累计捐款4万余元，救
助 100多只受伤的鸟儿。在
每年的“爱鸟周”，孩子们
还会与沧州市野生动物保护
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放飞治
愈的鸟儿，助它们重返蓝
天。

经营小店积累从业经验

“工作时间一定要穿制服并保
持整洁；迎接顾客时要面带微笑，
沟通交流注意文明礼貌……”下午
4时，在小吃店“沧州市特教学校
爱心融创园”的操作间里，校长付
康正耐心叮嘱学生们在营业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

2018年9月，市特教学校与重庆
任荣烹饪教育集团合作，在学校中专
部开设中餐烹饪专业。在这里，听障
学子不仅能够学习制作中式菜肴和中
西面点，而且能够考取相应资格证
书，为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明年 3月，第一批烹饪专业的
学生就要外出进行顶岗实习。为了

营造职业氛围，帮助孩子们及时发
现和弥补不足，在走出校门之前进
一步完善相关专业技能，市特教学
校于今年 9月在水月寺校区的“爱
心融创园”创立烹饪专业实训基
地，并且由任荣集团出资开办了

“嘿，安逸”小吃店。
虽然小吃店目前仍在试营业期

间，但是学生们分工协作，共同研
究菜品、改进服务，全身心投入工
作，尽职尽责。

小吃店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与认
可。试营业第一周就接待了数十位
顾客，这也让孩子们对即将到来的
顶岗实习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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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赵玉洁）“呦
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
宾，鼓瑟吹笙……”10 月
20日下午，河间市第一实
验小学的千名学子在操场上
排出“诗经”字样，并大声
吟诵《诗经·小雅·鹿鸣》。

当日，河间市第一实验
小学特邀家长委员会主任董
杰到校，为全校师生直播讲
授《诗经·小雅·鹿鸣》。

《诗经》 分为风、雅、
颂三个篇章，“风”传唱的
是各地民歌，“雅”记录的
是雅乐正声，“颂”收录的
是 祭 祀 乐 舞 歌 辞 。 作 为

“雅”的开篇，《诗经·小雅·
鹿鸣》展现了宫廷雅乐的整
体风貌。

董杰向学生们讲解了吟
诵的常用技巧和方法，展示
了吟诵《鹿鸣》的不同曲调
和效果，并现场教孩子们吟
诵这一《诗经》名篇。

孩子们稚嫩而洪亮的
声音，回荡在校园上空。

校园快讯校园快讯

沧州市重庆路小学

““我和熊猫我和熊猫

有个约会有个约会””

本报讯 （赵玉洁） 10
月 27日是国际熊猫日，为
了增进孩子们对国宝大熊猫
的了解，增强保护珍稀动物
的意识，沧州市重庆路小学
举办了“我和熊猫有个约
会”系列实践活动。

学子们利用假期走进动
物园观赏大熊猫，深入了解
它的特点和生活习性；通过
到图书馆或上网查阅资料，
主动探寻大熊猫的成长史；
绘制精美的手抄报，抒发自
己对于大熊猫的喜爱以及保
护它们的决心。

“一只喜爱音乐的小熊
猫，在美丽夜色下轻轻哼唱
着，手里还不忘拿着好吃的
竹子。”

“熊猫天天今年三岁
了，因为爱吃棒棒糖长了虫
牙，妈妈不得不控制他吃
糖。可是他有点难以自控，
这不，在梦中，他又梦到了
日思夜想的棒棒糖。”

“熊猫小锋和熊猫大桎
是邻居，从小一起玩耍。大
桎是个热心肠，有了好吃的
就喜欢与同伴分享，可小锋
有点小气。一天，大桎给小
锋送新鲜的竹子，小锋却把
好吃的藏在了身后。”

孩子们不仅用彩泥捏出
了姿态万千的熊猫宝宝，而
且充分发挥想象力，写下了
一个又一个生动有趣的故
事。

沧州市实验小学

““两法两法””宣讲宣讲

进校园进校园

本报讯（赵玉洁）今年
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法》重新修订实施。为了
增强未成年人法律意识，激
发学生学法、知法、守法、
护法的积极性，日前，市实
验小学组织开展了以“合力
同行 ‘未’爱护航”为主
题的“两法”宣传教育活
动。

学校通过电子屏和展
板，向孩子们宣传“两法”
知识；邀请检察系统专业人
士入校进行宣讲，帮助学生
树立法治观念，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和能力。

此外，学校还利用国旗
下讲话、班会、队课，让孩
子们观看普法视频，鼓励他
们制作手抄报、书写观后
感，将法律知识牢记于心。

先学会自理再服务他人

在市特教学校中专部，除了听
障学生，还有40多位培智生。考虑
到孩子们的实际情况，学校为培智
生开设了家政服务专业。

学校的家政室布置得如同温馨
的家，孩子们置身其间，将老师所
讲的内容一一动手实践。

扫地、擦地、铺摆餐桌、收拾
床榻……这些日常家务，对于培智
生来说却并非易事。老师们总要几
十遍地重复演示、操作，然后再手
把手地一一纠正。

在老师的悉心教导和孩子们的
不懈努力下，培智生们不仅实现了
生活自理，而且回到家中还能替爸
爸妈妈分担些许家务，令家长们备
感欣慰。

但是，付康并不满足于此。他
希望孩子们通过在校学习和实践，
能够胜任保洁和简单的家政服务工
作。为了模拟真实的上班情景，学
校还配置了打卡机，要求孩子们打
卡上课下课，从而让培智生更好地
适应和对接实习实训。

就业选择更多样

10月20日下午，沧州张氏面塑
非遗传承人张英英再次来到市特教
学校，为孩子们传授面塑技艺。

今年 4月，学校成立多彩非遗
工作室并在职业中专部开设面塑专
业，40多名听障生和培智生参与学
习。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认真
构思，通过捏、搓、拉、揉、塑
形，把一个个普通面团变成了栩栩
如生的动植物、活灵活现的卡通人
物和喜庆的挂件。

张英英不仅把自己的技艺毫无
保留地教给孩子们，而且把孩子们
制作的红色小牛挂件带到沧州市民
间绝活大赛上去参赛，把学生们的

作品通过自己的网店进行销售，给
孩子们打开了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又
一扇窗。

“校企合作不仅需要爱心和缘
分，更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
处使。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动力，
才能携手走得更远。”回首几年来
与爱心企业的深入合作，付康感
慨道。

在沧州市区，有一个由爱心企
业出资、听障青年亲手打造的洗车
行——“德爱小哑匠”。早在 2019
年，付康就萌生了与之合作的念
头。但是，从考察项目到双方洽
谈，再到完善细节、达成意向、合
作落地，整整用了两年时间。

今年，企业在为听障生传授汽
车美容专业技术、提供实习实训岗
位的基础上，与学校深化合作，针
对培智生的特点，量身定制了“边
学边实践”的教学模式，把课堂转
移到实训教室，指导学生反复学
习、练习，加深记忆，学以致用。

再过两年，职业中专部的第
一批培智生就要进行顶岗实习。
这也成了市特教学校下一步校企
合作的重点。付康希望能有更多
的爱心企业与学校接洽合作，为
这些孩子提供适合的工作岗位，
助力他们融入社会，自食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