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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阵 子 ，一 头 牛 在 朋 友 圈 火
了 。 晋 江 东 石 金 山 中 心 小 学 把 耕
牛请进校园犁地，为学生上了一堂
特别的劳动课。

耕牛进学校犁地，如此有特色
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令金山中心
小学的学生大开眼界，也引起广大
网友、读者热议。

本报讯（晋江金井毓英中心小学小
记者 王毓昕）“原来，我们晋江如此多
面，如此多彩。”“镜头下的晋江真美
啊！”……近日，晋江经济报小记者开启
了一趟“寻找大美晋江”的旅程，在摄影
作品中领略家乡的美丽，用镜头寻找家
乡的春天。

首站，我们来到八仙山公园古大厝，
在这里，有一场精彩纷呈的摄影展。走
近一看，古香古色的红砖古厝中，展示着
上百幅摄影作品。这些摄影作品都与晋
江有关，包括“产业晋江”“品质晋江”“绿
色晋江”“平安晋江”“人文晋江”“体育晋
江”六个单元。

我们在晋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述
东老师的带领下，逛起了影展，聆听作品
背后的故事。听着听着，我们不仅享受
了一场视觉盛宴，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了晋江的日新月异，领略到了晋江人爱
拼敢赢的精神。观展中，我还惊喜地发
现，我的同班同学洪雅思一家竟出现在
作品中。画面中，爷爷带着孙女逛灯会，
摇曳的红灯笼下，祖孙其乐融融地交流
着，这平实又温馨的画面被摄影师捕捉
到了，令人看了倍感温暖。

当天，我们还采访了王述东老师。
“您是怎么与摄影结缘的？”“您拍摄过的
照片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次？”“您能
否分享几个拍摄的小妙招？”……小记者
们抛出了一个个问题，王述东老师都耐
心地一一解答。他告诉我们，1983年，
他上大学时，有一个舍友很喜欢给身边
的人拍照，他也被深深地吸引，喜欢上了
摄影。后来，毕业后，王述东留在北京一

间照相馆工作，每天用相机记录生活，在
暗室里冲洗照片是他最享受、最快乐的
时候。他对摄影的热爱也一直保持到现
在，闲暇之余，他还是会拿上相机，记录
祖国的大好河山。

“一张好照片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
易拍出来的，它需要有鲜明的主题、突出
的主体，画面也要简洁，更重要的是要有
作者的思想和逻辑。为了拍一张照片，
守在一个地方好几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但当成功拍到自己想要的照片时，内心
的满足也是无以言表的。”王述东期待今
后有更多摄影人扎根晋江本土，讲好晋
江故事。

参观完影展后，我们还跟随晋江经
济报专业摄影记者董严军老师一起漫步
八仙山，寻找春天。董记者细致地传授
着拍照技巧，比如构图要简洁、中心要突
出、可以多角度尝试等。八仙山真是美
极了，洁白的小花、高雅的天鹅、顽皮的
鸳鸯、雄伟的高塔，都被我用镜头记录了
下来。其中，我最喜欢的照片就是“野花
图”了。那时我看见大家都停在路边拍
野花，也跟上去凑热闹，我扫了一眼其他
小伙伴的手机屏幕，发现不少屏幕上绿
叶小花挨挨挤挤的。我费力“挤”到最前
面，伸长手臂，把手机凑到花跟前，选好
角度，“咔嚓”一声，照片就拍好了：一朵
雪白的野花在稍显朦胧的青草叶中显得
格外引人注目。董记者和妈妈都赞不绝
口，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经过这次活动，我深有触动——美，
需要用眼睛去观察，还需要用心去寻找、
体会。

本报讯（记者 孙翠娇 董严军）
近日，本报组织小记者前往晋江市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上了一趟公交体验课，感
受便捷高效的晋江公交体系。

活动伊始，小记者们跟随工作人员
的脚步，逐一参观了车技部、运营调度
指挥中心、GPS信息科、SM充电桩、场站
部等，与公交公司来了一场亲密接触。
其中，GPS信息科里面的场景最让小记
者们震撼，“哇，这太神奇、太先进了，坐
在办公室里竟然能把各路公交车内的所
有情况尽收眼底。”小记者们不禁竖起大
拇指，为晋江公交的智能点赞。

紧接着，小记者们乘坐公交车来到
SM充电桩处。现场工作人员为大家细
致讲解了电动公交车的工作原理和充
电枢纽站的基本情况，小记者们抛出一
个又一个问题，均得到耐心解答，大家
真切地感受到新能源公交车为绿色出
行带来的安全与便捷。

当天，安全保卫部专职人员还为小
记者们介绍了公交车安全设施的位置
与使用、6个车辆视野盲区的躲避、灭
火器使用等内容，并邀请小记者坐到驾
驶室感受盲区。小记者们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

小 记 者 感 言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公交车，是很特
别的体验。以后，我想多多乘坐公交车
逛晋江。

蔡一农（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经过这次活动，我学会了安全锤、

灭火器和应急开关的使用方法，还明白
了师傅们每次发车之前都对各类安全
应急设施进行检查的重要性，这次活动
可真有意义！

尤梓晴（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
通过这次活动，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对城市公交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收获
颇多。我以后要做公交车站的文明引导
志愿者，引导大家排队乘车、文明礼让，
为我们的城市公交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曾子彦（晋江安海西隅小学）

零距离探秘了“公交车的家”，我收
获很多，十分期待下次的小记者活动！

张超群（晋江安海西隅小学）
此次探秘“公交车的家”，我对公交

车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以后一定会文明
乘车、绿色出行。

黄祺涵（晋江东石金山中心小学）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教育局在二
楼视频会议室召开“泉州市初中教育综合改革新优校”
建设工作推进暨业务培训会。

会上，晋江八所创建学校分别汇报交流学校三年
创建发展规划和重点建设任务改革实践方案，市教育
局中教科布置下一阶段创建工作。随之进行的业务培
训会上，实验中学副校长李贻朴讲授“以‘新优校’建
设，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专题讲座。

据悉，晋江八所独立初中校入选“泉州市初中教育综
合改革新优校培育建设学校”，学校将通过三年建设周
期，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要求，深入实施素质教育，
强化学校内涵建设，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晋江市初中
教育高质量发展，建成一批新时代“家门口的好学校”。

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近日，晋江市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走进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晓聪校区，开展“反
有组织犯罪之校园欺凌”主题宣讲活动。

活动中，晋江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荣江
给学生们带来一场生动的“反有组织犯罪之校园欺凌”
讲座。黄警官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向学生们讲述“何为
有组织犯罪”，用身边真实的案例，以案讲法，教导广大
学生不仅要学好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掌握好法律知识，
懂得学法、用法，面对校园欺凌时敢于说“不”。

黄荣江表示，校园欺凌危害大，受欺凌的学生因此身
心受伤、一蹶不振。为此，在校园欺凌问题上，学校、社会
都应引起重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让
他们敬畏法律，不随波逐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本报讯（本报小记者 蔡昕辰 颜晖斐 颜颖颐）
近日，晋江安海养正中心小学启动了“传承优良家风
争做时代新人”的读书活动，该校四年级小记者踊跃参
与，主动上台演讲，感受“家风”力量。

活动中，小记者认真阅读《传承优良家风 争做时代新
人》一书，并在“家风故事我来讲”环节以饱满的热情、朴实
的语言，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一个个感人的优良“家风”故
事。小记者们以情动人、直抵人心，通过朗读经典、分享故
事的方式，从这些“家风”故事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

小 记 者 感 言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父母通过言传身教教
会了我们许多道理，给了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应该牢记父母的教诲，常常检查、约束自己的
言行。 小记者黄翊忻

我们要有一颗感恩的心，感谢所有为我们的幸福
而付出的人。 小记者王梓昕

通过朗读经典，我感受到古人伟大的人格魅力、智
慧的处世之道。 小记者李彦君

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是爸爸从小教育我的道
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用望远镜看别人，用放大
镜看自己，要客观地对待自己和别人的优缺点。

小记者陈唯安

“这样的劳动课值得推广”
十万网友热议东石金山中心小学“耕牛进校园”劳动教育

本报小记者

从镜头中寻找大美晋江

本报小记者

与城市公交有约

晋江推进初中教育
综合改革新优校培育建设

反校园霸凌主题宣讲
走进晋江二小

养正中心小学小记者
用朗读感受“家风”力量

家务劳动、社区公益劳动、学校值日……其实，形式
多样的劳动教育并没有离开过晋江中小学生，此前大都
是节日期间或寒暑假时作为一项特别的作业，或者是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一个科目。去年秋季，劳动课升级
为义务教育阶段必修课程，晋江第一时间落地实施，学校
劳动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这半年多来，晋江大多学校都建起了一座农耕园，里
面种植了各种蔬菜瓜果、中草药。有的学校还匠心独运，
在农耕园里开辟了农耕馆，展示各种农耕类、收割类、生
活类等农业机械器具，弘扬农耕文化，留住文化之根。

各校开设的劳动课程更是丰富多彩，不断创新升级，
农作物种植、木雕、烹饪、家用电器的使用和保养、家禽家
畜养殖……劳动教育“接地气”、生活化。部分寄宿制学
校还发挥自身有食堂、宿舍的优势，为学生量身定制劳动
课程，让学生们体验劳动的乐趣，珍惜劳动成果。

“‘双减’出台后，劳动时间有了保障，各学校因地制
宜细化劳动课程体系，贯通校内外资源，学科巧妙融合，
探索新形态劳动教育。今年晋江将加强劳动教育，推动
学校劳动教育规范化、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社会劳动教
育多样化。”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劳动教
育还需学校、家庭、社会协力合作，共同推进。各校要开
齐开足劳动教育课程，规划好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发挥在
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家长们要鼓励孩子自觉参与、
自己动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地进行劳动，引导孩子
养成好的习惯。社会各方也能在加强劳动教育方
面有所作为，搭建多样化劳动实践平台，为学生
劳动学习注入更多活力。

如今，劳动教育已成为晋江学生
的“必修课”，各校也在不断摸索
实践。如果你所在学校开展的
劳动教育有比较好玩、特色
的课程或活动，欢迎与我
们分享，本报将深入校
园进行采访报道。

征集热线:
15392193021
（小蔡）。

耕牛进校园与劳动教育有什么联系？家长对孩子所
在学校所开展的劳动教育了解多少？他们又是如何看待
劳动教育的？为聆听家长的声音，本报推出了“晋江学校
劳动教育”问卷调查。短短 2个小时，就有 431名家长参
与讨论，填写问卷。

问卷的设置巧花心思，借由“耕牛入校园”这个热门话
题，调查家长对劳动教育的了解程度，也收集了他们对开展
劳动教育的看法与建议。

统计结果显示，超过 60%的家长对劳动教育的了解仍
处于“模糊”的状态，他们大多听闻过学校有开展劳动教育，
但对具体内容并不清楚。

尽管了解不多，但近98%的家长认为，学校开展劳动教
育非常有必要。在他们看来，劳动教育能增强孩子的做事
能力、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还能锻炼身体，好处多多，是一
门能全面提高孩子能力发展的“必修课”。

记者了解到，晋江各校的劳动教育并不局限于校园，而
是将其与家庭教育结合，鼓励学生在家也多劳动。

“从小我们就有意识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让孩子在家
也参与劳动，从小事做起。现在孩子掌握了不少劳动技能，
这些对他今后的成长是一笔财富。”学生家长施百灵告诉记
者，以前读书的时候，都会自己炒菜煮饭、缝纽扣等，如今物
质条件丰富了，有些孩子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很多简
单的事都不会做。如今学校开设了劳动课，作为家长的他
们很开心，家校合作，助力孩子学会劳动。

在填写问卷调查之时，家长们对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有
所了解，同时他们也站在家长的角度，提出了一点建议。其
中，绝大部分家长希望学校能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实践活
动，包括大扫除、种植花草、手工制作、农耕体验、进社区做
公益等，让学生在多彩的劳动课中有不同的收获。

此外，针对学生如何上劳动课，家长们也有自己的看
法。他们认为，老师的教学更为专业，由老师进行授课是学
生上劳动课的主要渠道，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课
下实践，知识能很快得到转化。还有一大部分家长认为，根
据学校特色开展相应劳动教学会是很不错的实践，诸如金

山中心小学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将耕牛请进校
园进行劳动教学，这样的课堂既生动，又能

吸引学生的兴趣，真正做到寓教于
乐，让学生学有所获。

“学校可真‘牛’啊！”“耕牛给我们上劳动课了！”2
月 23日，在东石金山中心小学首届春耕节上，一头耕
牛惊喜“现身”。它戴着红花，缓缓“走”进校园，为孩子
们展示传统的耕作模式——耕牛犁地。近距离观察耕
牛犁地的场景，学生们好奇不已，目光紧紧锁住耕牛的
一举一动。

如此趣味的一幕也被本报记者拍摄记录下来，剪
辑成视频《耕牛进校园 金山中心小学忙春耕》在本报
视频号及抖音号进行推送。视频一经发出，立马刷爆
朋友圈，短短几个小时，点击量超十万，引发广大市民、
网友的关注和留言。这头牛和东石金山中心小学直接

“火”出圈了。这不，网友“志彪”就感叹道：“牛做梦也
想不到有一天能进校园。”

在惊叹于牛进校园耕地之时，记者还发现，有一些
读者、网友探究到了事件的背后——劳动教育。

去年 9月，劳动课正式升级为义务教育阶段必修
的课程。晋江各校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课
程，让学生们在劳动中锻炼能力，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
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此番金山中心小学把牛

“请”进校园，便是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一大特色举措。
“现在许多学生都没有下过农田，学校的田园开垦

初具雏形，我们就想让学生见识见识传统的耕牛犁
地。”金山中心小学校长黄天配介绍，学校在推广校园
试验田种植劳动时突发奇想，决定将传统的劳作场景

“情景再现”，让学生沉浸式地体验劳动教育。于是，耕
牛走进了校园，成了学生劳动课的“老师”。

这样生动的劳动课，勾起了不少家长的回忆，大家
纷纷点赞。“这才是真正的劳动课，有创新，还有教育意
义，值得大力推广。”网友“不安分的足迹”第一时间在
评论区留言，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认同。

此外，还有不少网友表示，劳动教育贵在实践，学
生在实践中去寻找劳动的快乐和价值，锻炼动手能力，
这就是开展劳动教育的意义所在。而耕牛进校园便是
一种寓教于劳、寓教于乐的尝试，学生在劳动实践的同
时传承传统农耕文化，一举多得。

本报记者 蔡红亮

学校开展劳动教育
97.68%家长认为“有必要”

贯通校内外资源
晋江学校探索新形态劳动教育

耕牛成劳动课“老师”
网友表示“有教育意义，值得推广”

我拿着手机，寻找着拍摄目标。突
然，我看到不远处的湖泊上有几只可爱
的鸭子，双脚一前一后扑腾出水花，后面
荡漾着不规则的波纹，我迅速拿起手机

“咔嚓”记录下这有意思的一面。
苏已晴（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海丝校区）

通过此次观展，我深深感受到家乡
的美好。影展以摄影作品为凭证，让更
多人了解晋江的方方面面。令我印象最
深的是《呵护》，还未睁眼的新生儿宝宝

与护士阿姨欣慰的笑容直击人心。
肖君怡（晋江市安海中心小学）

晋江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王述东老师
的讲解，让我明白了一个好的摄影作品
除了要有鲜明的主题、突出的主体和简
洁的画面，还要有镜头后面摄影者的创
意和构思。我想，摄影不仅仅是种爱好，
更是对生活的热爱！
蔡彬蔚（晋江市第三实验小学滨江校区）

指导记者 蔡红亮 董严军

小 记 者 感 言

您觉得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是否有必要? 您觉得学校探索“耕牛入校”的实践如何?

A.有必要：97.68%

B.可有可无：2.32% C.没有必要：0%

A.很有必要，让孩子
了解农耕文化：60.09%

B.不错的尝试，
吸引孩子的兴趣：
38.52%

C.没有必要，
孩子要接触新事
物，农耕已是“过去
式”：1.39%

（扫二维码观看相关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