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连江的标志性窗口
温麻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由三街
一坊组成，分别是上林街、天王前
街、王步街、魁龙坊。我们现在走
的是魁龙坊历史街区，这里留存
了明、清、民国时期建筑，是连江
的‘ 文 化 名 胜 地 、城 市 会 客
厅’……”这个暑期，连江县实验
小学的学生们化身讲解员，向五
湖四海的游客讲述连江故事，获
得大量好评。

实践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个暑期，
全国文明校园连江县实验小学因
地制宜、乘势聚能、多措并举，发
布“2024暑期德育实践指南”，抓
实“红领巾学党史”“红领巾学国
防”“红领巾志愿行”等暑期实践，
积极引导学生上好暑期实践这堂

“大思政课”，让大家于行中思、于
思中悟，在学习实践中打好精神
底色、夯实人生根基、厚植爱国之
情。

乐当代言者
讲好海洋大县故事

“大家好！我是连江实小‘魁
龙少年’志愿宣讲团讲解员，今天
由我带大家参观……”一个个小
小的身影活跃在校内外“思政教
育馆廊”中，这是连江县实验小学

“魁龙少年”志愿宣讲团暑期实践
的场景。

连江是全国海洋大县，坐拥
3112平方公里海域、238公里绵长
海岸线，全国每三粒鲍鱼就有一
粒来自连江，全国每三片海带就
有两片来自连江，全国每四粒鱼
丸就有一粒来自连江，如何让思
政课富有“连江味”？

这个暑期，少先队员张梦瑶、
郑雅卉、吴质涵、方臻浩等志愿宣
讲团成员戴着麦克风，走进学校
暑期实践基地——魁龙坊的温麻
记忆馆和福州鱼丸博物馆，带领
游客探索连江鱼丸的前世今生，
感知连江从“靠海吃海”到“工业
化思维打造海上粮仓”的沧桑巨
变，体悟连江赶海人开拓进取、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

“这些孩子了不得！别看他
们年龄小，本领却很大。”看着“魁
龙少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个个
汗流浃背，坐在魁龙亭里纳凉的
老人不禁点赞。

“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解，会

不会忘词？忘词了怎么办？”“我
们都做足了准备，练习了无数遍，
现在就是要保持最放松的状态，
吸引更多叔叔阿姨来看来听、爱
上连江。”孩子们的言语间充满了
自豪感。

连江县实验小学副校长孙文
艳介绍，学校“红领巾”志愿宣讲
团 2021年成立，小小红领巾讲解
员已经在学校“红领巾学党史”主
题研学馆、温麻记忆馆、福州鱼丸
博物馆等地，为 3000多人次校内

外师生群众提供党史、国防及家
乡红色文化志愿讲解，成为文明
连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争当传播者
润物无声宣传党史

红色资源和海洋资源，是连
江的优势资源。

连江是闽东土地革命策源
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途经地。近年来，连江不
断盘活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

传习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
先遣队（贵安）陈列馆等，助力老
区振兴、乡村振兴。有此得天独
厚优势，这个暑期，连江县实验小
学少先队员怀揣炽热红心，透过
一个个“小窗口”去寻访红色古
迹，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追忆

扣人心弦的革命故事，争当传播
者，做一名热爱祖国的好少年。

暑期，三年（1）班的游熙雯跟
着同学们到连江贵安参观“福建
抗美援朝纪念馆”。回家后，她撰
写了《长津湖的冰雕》演讲稿，并
参加了福州市委宣传部、市委文
明办组织的讲故事比赛。“战争，
从来就是这样残酷；英雄，从来不
应该被遗忘。作为少先队员，我
们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
脉，以英雄为榜样，勇敢坚定接下
历史接力棒，沿着革命先辈开创
的民族复兴大道继续奋勇前进。”
游熙雯说。

据了解，连江实小还与连江
团县委联手组建全省首个红领巾
学党史主题研学馆，主题研学馆
由党史回廊、长征精神及古田会
议精神体验馆等组成。假期里，
研学馆对校内外学生免费开放，
成为少先队员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的主阵地。百年党史展板、红
色书画作品、党史知识问答多媒
体互动式触控一体机……学生们
沉浸其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时
代新风。

善当践行者
延续吃苦耐劳品质

作为“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
示范学校”，连江实小延续光荣传
统，坚持与共建部队联合开展国
防教育夏令营活动，做到暑期育
人不停。

不久前，少先队员们走进第
73集团军某旅，近距离感受独特
的军营文化。参观旅史长廊，品
读英雄光辉事迹；学习整理内务，
体验生活自理，培养一丝不苟的
良好品质；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学
唱红色歌曲、徒步拉练……丰富
多彩的军营活动，进一步提升了
青少年的国防意识，培塑他们遵
守纪律、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优
良品质。

不仅如此，连江县实验小学
少先队员还组成假日小队，深入
社区开展分类捡拾垃圾、清理卫
生死角等文明实践活动，为家园
增色添彩。

富有“连江味”的思政课
——连江县实验小学变城市窗口为育人课堂

本报记者 林文婧

“魁龙少年”志愿宣
讲团参加暑期实践活
动。（连江实小供图）

连江实小学子参加国
防教育夏令营。（受访者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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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朱玉）本想趁暑假准备舞蹈考级，
不料劈叉动作练完，孩子左腿竟然
无法行走。近日，福州女孩小婷
（化名）被妈妈用轮椅推进福州市
第二总医院小儿骨科诊室，接诊医
生小儿骨科主治医师陈嵩发现，孩
子左腿的脚踝背伸功能出现异常，
脚踝无法做向上抬起等运动，属于
很明显的腓总神经瘫痪症状。

“孩子是练完舞蹈出现的问
题。”小婷妈妈表示，为了让孩子
顺利通过今年暑假的舞蹈考级，

她特意给孩子在福州报班集训，
每周在长乐和福州老城区之间多
次往返。一次课堂上，老师在指
导劈叉时增加了难度，给小婷左
腿下方垫了更高的垫子，持续压
腿 3分钟。

一脸痛苦地坚持练完后，小婷
很快发现自己左腿很酸痛，紧接着
麻木、无力，最后甚至连脚背都抬
不起来，无法正常行走。妈妈意识
到不对劲，马上带孩子来到市二总
院小儿骨科就诊。

结合孩子的受伤经过，及辅

助检查，陈嵩确诊孩子为腓总神
经瘫痪。他分析，孩子的训练难
度突然增大，且过程持续较久，一
次性压腿 3分钟，腓总神经被剧烈
牵扯受损，由腓总神经支配的踝
关节背伸运动出现问题，包括足
外侧和小腿外侧的感觉都受到影
响。

从影像检查来看，小婷的神
经结构并无明显异常，受伤的主
要原因还是来自外部损伤。好在
她的损伤不算非常严重，且损伤
后能够及时停止训练并迅速就

诊。经过使用营养神经的药物治
疗、在医院康复治疗外加充分休
息，大约两个月就能使大部分功
能得到恢复。

陈嵩介绍，以往大家更多听
说下腰导致神经受损引发瘫痪，
劈叉压腿导致的腓总神经瘫痪还
是第一次遇到，目前这类病例还
很少见。他提醒，不少孩子都选
择在假期参加舞蹈集训和考级，
广大家长要谨慎选择培训机构，
及时询问孩子的训练感受。尤其
是尽量避免在上强度的集训期更

换老师，这容易导致老师因不够
了解孩子情况而难以把握训练强
度。

据介绍，日常生活中不良的姿
势，如跷二郎腿、久蹲、长时间盘腿
坐等都会导致腓总神经损伤。 预
防腓总神经损伤尤为重要，一是做
好防护，在运动或参加体育项目
时，要注意安全，做好防护措施；二
是改善生活习惯，避免长时间久
蹲、盘腿坐等；三是积极治疗腓骨
周围的原发病，以免肿瘤或囊肿等
对神经造成压迫。

劈叉3分钟 女孩左腿不能走了
医生提醒：遇到问题要及时停止训练并就诊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通讯
员 陈淑英 郑琦）26日，71岁的市
劳模林加平来到东南眼科医院进
行白内障术后复查，为他手术的省
劳模、东南眼科医院院长赵广愚热
情接待了他。“恢复得很好，您就放
心吧。”赵广愚说。

这段两代劳模的光明情缘，要
感谢市总工会的牵线。

林加平退休前是省二建集团
工会副主席，曾撰写多篇论文并编
撰图书，多次获奖。1992年，他罹
患鼻咽癌，此后 30余年口不能言，
但热心肠的他继续发挥文字专长，
坚持义务为市城建工会、省二建公
司和身边社区撰写材料。抗癌路
上，他喜欢上了书法、拍照、视频剪
辑等，然而这一切因为白内障被迫
中断。

“外出散步时再也看不见美丽
的风景，在家看电视只能看见模糊
的影子，因为视力低下，走路容易
磕碰，照顾我的爱人只能寸步不离
……”林加平写道。了解到他的情
况后，省二建集团工会找到市总工
会。积极落实省总工会倡导的“劳
模帮劳模”“在职帮退休”的关爱患
病老劳模工作，市总工会联系上了
东南眼科医院劳模和工匠人才创
新工作室。

“一定要为我们的劳模前辈治
好眼睛。”7月 18日，林加平第一次
来到东南眼科医院，赵广愚为他进
行了详细检查，发现其双眼患有严
重白内障，其中右眼近乎失明，亟
须手术。但因为常年接受放化疗，
林加平的身体状况接受手术有一
定风险。赵广愚耐心地与林加平

沟通，看到老劳模写下自己对光明
的强烈渴望，赵广愚决定努一把
力。

经过详细评估，手术方案确
定。赵广愚派出最强团队保障，10
分钟不到就顺利完成右眼白内障手

术。次日，林加平的视力就恢复到
了1.0。世界变得光明了，林加平的
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8月 15日，林加平再次来到医
院接受左眼白内障手术，此时的他
已无须坐轮椅，行走自如。术后，
他重拾毛笔，当场写下“医术精湛”
四个大字送给赵广愚团队。“这是
我重见光明后写下的第一幅书法，
感谢你们让我又能享受美好的生
活。”林加平写道。

“很荣幸能发挥专长为劳模前
辈服务，我们之间不仅有医患关
系，更有劳模之间的信任与鼓励。”
赵广愚说，在前辈身上，他感受到
不凡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这段故事也将激励他更好发
扬劳模精神，继续为眼病患者送去
光明。

闽侯祥谦镇引导村民
整治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记者昨日获悉，
闽侯祥谦镇压实各方管护责任，全面加强村
居环卫管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将每
周五定为全镇“护河爱水 清洁家园”清洁
日，推进祥谦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引
导群众养成良好的环境卫生意识和生产生
活习惯。

上周五，镇村干部明确村中卫生死角和清
洁区域后，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村民们拿起清
扫工具，清理枯枝落叶、白色污染物等，提高公
共区域环境水平，让村居环境整洁、有序、美
观，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力量。

劳模帮劳模 七旬老人重见光明

赵广愚为林加平检查眼睛。通讯员 刘庆铎摄

福州住房公积金数字人民币
交易额突破8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赖志昌）记者昨日从福州
住房公积金中心获悉，该中心数字人民币业
务总交易额已突破8000万元。

近年来，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聚焦缴存
单位及职工需求，以服务民生福祉为目标，
深入研究挖掘具有住房公积金特色的数字
人民币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住房公积金缴
存、提取、贷款等服务渠道，全力支持广大缴
存职工在榕安居。截至 7月底，福州住房公
积金中心数字人民币业务累计交易额达
8018万元，业务成效明显。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中心将持续开拓数字人民币在住房
保障领域的应用范围，推动“数字人民币+住
房公积金”业务发展，让数字人民币推广成
果惠及更多群体。

科技小院
支持橄榄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陈堡）
“今年很多树都不结果，很多橄榄还结疤
了，怎么办？”“这和前期栽培过程中的用
药量有很大关系，我们要在四五月的病虫
害高发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近日，在白
沙林峰农业综合示范场的橄榄林中，闽侯
青橄榄科技小院责任专家、福建农林大学
副教授彭露带着她的常驻研究生团队为农
户答疑解惑。

位于白沙镇联坑村灵峰自然村的闽侯
青橄榄科技小院，是闽侯仅有的两个省级科
技小院之一，由福建省科协、福建农林大学
等同白沙林峰农业综合示范场共建。

闽侯县是中国橄榄之乡，橄榄种植面积
位居全国前列。原产自灵峰自然村的灵峰
甜橄榄堪称鲜食橄榄界的“顶流”，每年高品
质的灵峰橄榄都供不应求。但在橄榄种植
的过程中，许多技术上的难题阻碍了闽侯橄
榄发展壮大。“灵峰橄榄虽然名声在外，但品
质口感和产量都不够稳定，这些造成了橄榄
价格的不稳定。”有 36年橄榄种植经验的白
沙林峰农业综合示范场负责人李美英坦率
地说。

针对这些困扰农户的老大难问题，彭露
和她的团队扎根橄榄林，对闽侯橄榄特别是
灵峰橄榄的特性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灵峰
橄榄的花很特殊，开花的时候雄花在上雌花
在下，造成授粉难。”彭露说。

于是，闽侯青橄榄科技小院引入第三方
公司——福建天禾绿保农资有限公司，利用
该公司在无人机植保等方面的优势，计划通
过无人机摇粉等方式提升橄榄树的座果率。

除了彭露和她的研究生团队外，闽侯
青橄榄科技小院还有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
护学院院长侯有明等 6名驻站专家，他们通
过零距离对接、零时差指导、零门槛服务等
方式为周边农户提供橄榄种植栽培方面的
技术服务，助力闽侯橄榄增产增收。“目前
我们的科技小院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是我
们有信心经过一两年的科研攻关，总结提
炼出一些好的栽培经验，在全省进行技术
推广，逐步实现‘建设一个小院、入驻一个
团队、辐射一个产业、示范农村一大片’的
目标。”彭露说。

第二届“海丝青年汇”
交流营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 通讯员 陈义）20
日至26日，由团省委、省青联指导，团市委、市
外办、市青联主办的海丝好年华——第二届

“海丝青年汇”交流营活动在我市举行。来自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14个国家的42名高校学
子与38名中国高校学子齐聚一堂，共襄盛会。

202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
金色十年的开局之年。本次活动积极响应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组织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高校学子走访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
区、春伦茉莉花茶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国·福
建VR体验中心、福清南少林寺、烟台山历史
风貌区、闽菜文化博物馆等，引领中外学子
深入体验千年闽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
感受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活动配套开展“海丝青年说”分享会，融
入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福州特点、海丝元素
的文化展示，并邀请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
专家作专题分享，促进多元文化交流互鉴，
以青年视角共话“一带一路”交流合作的机
遇和前景，为助力加快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核心区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