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窗见绿，移步即景。行走在黄龙
公园、人民广场中，城市“绿洲”棋布星
陈，满眼的绿意，让人心旷神怡，充满生
机与希望。

绿色已然成为黄龙县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底色。近年来，黄龙县持续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进一步建立健全森林资源保护发展
责任体系，全面深入推行“林长制”，着力
在“林”字上精准发力、在“长”字上履职
尽责、在“制”字上突破创新，压实县、镇、
村三级林长主体责任，精准发力植绿护
绿扩绿，推动“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

“全面见效”转变。全县林业建设持续向
好发展，让更多山川披绿、林海生金的愿
景逐步实现。

巡林护绿，保护好森林资源

“进入重点防火期以来，我每天都要
在辖区内的林地和草地里转转，这样才
放得下心来。作为一名村级林长，我要
加强林区火源管理，及时通报火情，制止
破坏森林资源等行为，守护一方平安，为
生态绿色家园尽一份微薄力量。”瓦子街
镇瓦子街村党支部书记刘忠玉说。

刘忠玉既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也
是一名村级林长，巡林已成为刘忠玉每

个月中一项固定而重要的工作。
巡林护绿，刘忠玉并不是在孤军作

战。在瓦子街镇，通过建立镇、村两级
“林长制”网格化工作体系，形成了主要
领导亲自抓、负总责的“林长制”工作格
局。护林员按网格化管理实行包片巡林
制度，落实镇、村两级林长的“月巡林制
度”，以各级林长和生态护林员为主体，
在全年特别是清明节、春节等关键时期、
重要节点，围绕巡林重点内容，开展定
期、不定期巡林巡查，镇级林长每月至少
巡林1次，村级林长每月至少巡林4次。

截至目前，瓦子街镇有镇级林长 1
人、副林长3人，村级林长7人、副林长15
人、生态护林员 26人、护林员 33人。通
过持续加强工作力量，夯实工作责任，切
实以“林长制”推动实现“林长治”的效
果。

盘活资源，让青山变“金山”

近年来，为进一步盘活林业资源，实
现“借绿生金”，白马滩镇始终将发展林
下经济作为产业转型发展的有力抓手，
打造了河西坡省级核桃示范基地，建成
精品核桃示范园4800亩，完成低产园改
造2500亩。同时，该镇成功探索出“林+
蜂”林下经济发展模式，在每个行政村发

展200箱中蜂直采基地7处，每个村民小
组发展50箱中蜂养殖示范点48处，带动
了农民增收，成功将“绿水青山”转化为

“金山银山”。
“当好林长，除了要护好生态，还要

盘活林业资源，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白马滩镇河西坡村林长高少军说。

随着研学旅游日益火热，白马滩
镇立足森林资源优势，开设林下农耕
种植、蔬菜水果采摘、山水画等多项室
外研学课程，形成白马滩镇旅游特色
品牌，有效促进森林资源和乡村研学
课程有机融合，助力全镇乡村旅游持
续升温。

截至目前，白马滩接待研学康养团
队 13批次 7100人，接待游客 14.6万人
次，带动全村民宿、农家乐、土特产销售
等综合收入1000余万元，带动群众就业
260余人，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益，切实
将村集体和群众镶嵌到乡村旅游产业发
展链条中。

森林防灾，及时排查火灾隐患

“大叔，现在是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关
键时期，为了降低森林火险隐患，不要在
田间地头、林地里点火焚烧秸秆，也不要
随意倾倒炉灰。”

“你好，如果看见有火光，请马上给村上
打电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现场查看情况。”

…………
在界头庙镇各村的田间地头、农家院

落，镇林长办的工作人员手拿宣传单，向身
边人宣传各项森林防灭火知识，着力增强
群众的安全意识。

进入 3月，黄龙的天气持续晴好，风
干物燥，森林防火工作也面临不少挑
战。界头庙镇充分发挥“林长制”优势，
织密线上线下“一张网”，全面落实森林
防灭火各项措施，建立镇、村两级“林长
制”责任体系，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
担任镇级林长，科学划分责任区域。同
时，构建网格化巡查机制，不断加强各级
林长、护林员日常巡查、监督机制，及时
制止用火行为，切实从源头上消除火灾
隐患。此外，常态化开展森林防火隐患
排查和野外用火管控，让巡查员动起来、
宣传车辆跑起来、宣传喇叭响起来，营造
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社会氛围，筑
牢森林防火“安全墙”。

追绿步伐，黄龙从未停歇。近年来，黄
龙县充分发挥“林长制”“绿色指挥棒”的作
用，着力提升青山绿水“颜值”，挖掘金山银
山“价值”，走出一条以绿色为底色的高质
量发展路径。

让更多山川披绿、林海生金
——黄龙县深入推行“林长制”

通讯员 杜婷 记者 孙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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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雷悦）“大爷，最
近极易发生森林火灾，千万不要带火种进林。这是咱
镇上的森林防火宣传手册，您看看，这里头有很多防火
灭火知识……”近日，洛川县土基镇组织护林员向群众
宣传森林防火知识。

土基镇拥有森林资源面积4.5万亩，森林防火战线
长达 35公里，森林防火压力较大。春季是火灾高发
期，为进一步消除火灾隐患，确保辖区春季消防安全持
续稳定。入春以来，土基镇第一时间召开春季森林防
火专题部署会，要求各村、各相关单位要增强责任意
识，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原
则，实行“领导包片、干部包村、支部书记包户”制度，层
层压实责任，强化值班值守，加强重点时期、重点区域
的管理巡护力度，确保火种不上山，火源不入林。

为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森林草原火灾各类风险，
该镇组织20余名护林员分为两组，一组人员深入林区
巡查，严控野外火源管理，及时排除森林火险隐患，严格
执行24小时值班报告制度。另外一组人员针对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全面清理秸秆、荒蒿，严格落实用火审批、
防火检查、日常巡护等常态化火源管控手段，严禁林区
用火、吸烟。同时，强化重点人员管控，针对精神病患
者、留守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时刻关注人员动向，严
防火源入林，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引发火灾。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走访2100余户，发放倡议书
千余份、警示牌69个，主干道悬挂横幅11条。森林防火
宣传车沿镇村主干道循环播放《土基镇森林草原防火倡
议书》，利用村口广播、微信群等进行全方位宣传。

本报讯（通讯员 杨新亚）“‘星级评选’结果出来
啦，李立综合评比得分 192分，排名第一，成为一季度
的‘星级职工’，真厉害。”3月25日，陕煤集团黄陵矿业
公司二号煤矿综采一队液压支架检修工李立看了本岗
位的“星级评选”结果后，和工友们热烈讨论起来。李
立口中的“星级评选”是该矿提高职工队伍技能素质、
激发队伍活力的重要举措。

为提高一线技能操作人才能力和素质，该矿建立
“星级评选”考核体系，分工种、分岗位、分星级，在基层
区队各个班组推行岗位星级综合评定，每季度综合评
定出无星至五星不同等级的“星级职工”。

为确保星级综合评定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该
矿针对参与星级评定岗位的特点，“一对一”量身定制
评定标准，不同岗位人数有差距，设置的星级也有所不
同。此外，该矿还将星级评定与职工收入挂钩，工作表
现有差距、每月收入就有差距，鼓励职工真学真考，有
效激发了技能人才的学习热情和工作激情。

“‘星级评定’与工资收入挂钩，让职工有了荣誉感
和落差感。通过公平和系统的评比，比学赶超氛围更
加浓厚。”该矿人力资源部部长田多宝说。

不仅如此，该矿以每季度考评成绩为基础，建立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用人机制。自推行岗位“星级评选”
以来，该矿职工在学星、追星、夺星中钻研业务，提升技
能，共有 120名职工获得高级工资格，5名职工获得技
师资格。

近日，黄陵矿业公司应急救援中心特别邀请了双
龙镇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零距离了解火灾的危害，学
习如何预防火灾等消防安全知识。活动中，中心指战员
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小朋友们讲解了消防知识。活
动中，该中心还组织了一系列精彩的表演和展示。

通讯员 葛星 摄

防火宣传防患于未“燃”

矿区开展“星级评选”
人人争当“星级职工”

消防知识记心间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近日，富县气象局举办以
“零距离探秘气象奥秘”为主题的 2024年世界气象日
宣传活动，富县北教场小学的部分师生走进气象局了
解气象、走进气象，体验气象，提升防灾减灾意识。

在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指挥平台，气象局工作人员
为师生们讲解了气象观测知识、天气现象产生的原理、
天气预报的制作过程、人工影响天气、气象防灾减灾等
科普知识，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在互动环节，师
生们认真学习了解干湿球温度表、温度计、毛发湿度计
等手工气象仪器的使用方法。在气象观测站，师生们
详细了解现代化气象观测设备的工作原理，近距离直
观感受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增强了学科学、爱科学、
用科学的热情。在人工影响天气训练基地，工作人员
介绍了人工影响天气使用的装备，学生们零距离了解
了人工增雨防雹的原理。

据了解，富县气象局被列入富县第一批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该局采用“理论+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打造了气象防灾减灾预警指挥平台、气象观测
站、人工影响天气训练基地于一体的中小学生研学基
地，开发了“天气预报”“气温的秘密”“人工影响天气”
等多样化、多功能、趣味性、体验性的研学课程，让孩子
们接受气象高科技知识的熏陶，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
围中达到扩大气象科普知识覆盖面、提升公众防灾减
灾意识目的。

学生走进气象局
探寻奥秘学科学

3月26日，在黄陵县隆坊镇强村马湾村
组的新建苹果园里，片区果业技术骨干向果
农讲解果树的修剪、施肥、土壤改良等技术。

今年，黄陵县聘请了14名片区果业技术
骨干、97名村级果业技术员，走进田间地头，
为果农送去果树管理新技术，推进“五新”果
园建设进程，助力产业发展、果农增收。

通讯员 李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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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是汉字，它见
证了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是我
们祖先聪明智慧的结晶。汉字作为表意
文字，它不仅被称为中华文化的活化石，
而且是中国教育的基石。

识字写字作为小学教学重要的组成
部分，《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文化自
信是指学生认同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
的生命力有坚定信心。通过语文学习，
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文化，
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小
学生，应通过学习汉语，来充分认知与了
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更要
在学习汉字和汉字文化的过程中体会作
为一名中国人的骄傲，从小树立文化自
信。全国字理专家黄亢美教授在《字理识
字教学概说》一文中指出“我们在识字教
学中要加强字理教学，让学生真切地感悟
汉字的美妙，由衷地喜欢学习汉字，只有
这样才能切实有效地培育学生热爱祖国
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让源远流长的汉字
文化薪火相传!”教学中依据汉字的构字规
律追根溯源，挖掘了汉字背后的故事，使
识字变得轻松有趣，是提高低年级识字教
学效率的一条简捷而有效的途径，那么字
理识字有哪些好处呢？接下来我从以下
几方面说说自己的粗浅认识。

一、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汉字
的兴趣

让学生爱上识字写字，爱上语文，就
要从激发兴趣入手。字理识字教学方法
灵活，可以通过动作演示、简笔画、谜语、
出示图片等方式来呈现汉字，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汉字的
积极性。如学习“大”“看”等字时，采用
动作演示法就很形象。“大”字字形多像
抬臂跨步的一个“人”，于是请小朋友用
动作演示，加深记忆。教“看”字时，我
先请小朋友欣赏孙悟空的图片，并随机
引导学生观察此时孙悟空手的动作，这
时的“手”正是斜放在“目”上，所以“看”

字的手要写成斜手，孩子们在观察与模
仿中，轻松掌握了“看”字的字形字义。
学习“跟从”的“从”字，我用粉笔勾勒出
一个人跟在一个人的后面的简笔画形
象，学生马上理解了“从”字的意思，并
从图上观察到“从”字的写法，进而促进
对“从”字的音、形、义的理解。这种明
理识字，是有意识地识记，自然掌握牢，
固记忆深刻。学习“山”“石”等字时，我
通过多媒体出示具体的图画，在观察字
形演变中识记字形。直观形象的图画
一下子就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将生
活与学习结合起来，采用全新的教学手
段，让学生在多种新颖的形式下，在好
奇心和兴趣的驱动下，积极主动地学
习。这种结合字理析解汉字，方法灵
活，妙趣横生，从根本上打破了死记硬
背的传统模式，让学生在快乐中不知不
觉地掌握了汉字，提升了汉字文化素
养，达到了《课标》强调的学生喜欢学习
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的要求。

二、有利于提高识字效率，减
少错别字

汉字家族庞大，同义字、同音字多，
同时很多汉字在字形上差异较小，小学
生很容易混淆。教学中发现，学生常常
把“反文旁”写成“折文旁”，而且“屡教不
改”，为此老师们煞费苦心。如果教学中
教师能够追根溯源，讲清楚这些部件的
字理，那么这种现象就会大大减少。如

《葡萄沟》一课“收”字的教学中，我先让
学生明白“收”字是形声兼会意字，在理
解了右边的“攵”是手（又）持器械（丿）的
象形，作形旁时表义的特点后，就在识字
时创造性地用偏旁串字的方法高效地学
习大量的汉字，顺势对偏旁为“攵”的字
进行延伸。“收”的“攵”表示手持工具，在

“丰收、收割”里表示手持镰刀；“牧”的“攵”
表示手持鞭子在放牧；“攻”的“攵”表示手
持器械，在“进攻、攻打”里表示手持刀枪；

“教”的“攵”可以依据字形想象为教师手持

教鞭，或说手持粉笔、书本等。最后对“攵”
这个偏旁的形义进行了总结概括：“这个反
文旁，东西拿手上，拿个啥东西，具体看情
况。”也就是因字而异了。此时，学生们茅
塞顿开，学得兴致盎然，这样一来，学生对
于反文旁有了深入的了解，再也不会将反
文旁和折文旁混淆，这样的方法既提高了
识字的效率，又避免了错别字。

三、有助于发展学生的思维，
培养想象力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佟乐泉先生说，评
价一种识字方法的优劣，“首要的标准就
是看它能不能尽量地减少死记硬背的内
容，提供更多易于联想的线索，更快更牢
地识记汉字”。字理识字向学生揭示了汉
字的字理，通过引导学生观察分析，联想、
想象，来识记汉字形义，学生就能透过汉
字的笔画脑海中浮现如“诗”如“画”般丰
富的形象，从而牢固、快速地识记汉字。
如教学“舀”字时，引导学生想象人们用手
从臼中舀取米粒的情景；教“老”字时，当
孩子们明白“孝”上为“老”（省形）下为

“子”后，引导学生想象孩子搀扶老人行走
的画面。相信此时不但这个字的字形字
义牢记于心，而且孝敬老人的美德也悄然
在孩子们幼小的心里根植。甲骨文“夫”
的字形像一个跨腿伸臂的人形（大），上
面的“一”,表示头发上插一根簪。古时男
子成年束发加冠才算丈夫,故加“一”做标
志。懂得了这一字理，一个男子跨腿伸
臂，束得紧紧的头发上面横插着一根簪
子的形象就会浮现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簪子绝不会比人的手臂长，于是就会自
觉地把上面的一横识记得短一些。这样
的教学让学生过目不忘。长期这样的训
练，不仅为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奠定了
基础，还培养了学生从理性层面上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有助于学生了解古代历史
文化

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汉字既是汉
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汉民族文化的
载体。它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将历
史的变迁和我们祖先对万事万物细致的观
察、丰富的联想、缜密的思考都沉淀在文字
中。通过追溯汉字的发展，就能让学生在识
字中了解古人的生活状况、思维模式、历史
文化等。“男”甲骨文像一人手持农具在田地
里劳作的形象，可见古代男子是从事农业生
产的主要劳动力。“妇”从女从帚，意为女人
在家中执帚箕收拾房间，说明古代女子负责
主内。甲骨文的“父”似手执“杖”形，充满威
严。“母”双乳突出之形，意味着古人认为女
子主要职责是养育子女。你瞧，透过文字，
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古代家庭生活图就展现
在孩子们眼前。“赚、贵、财、货、资、赔 ”等
字以“贝”为形旁，“币、帛”以“巾”为形“钱、
银”以“金”为形旁，从这些不同的形旁可知
我国古代曾先后用过贝壳、丝帛和金做货
币，从中孩子们也就了解了古人对于货币
价值观念的发展过程。神，金文从“示”，“示”
多像用木杆或石头立起的墓碑之形，右边不正
是人在虔诚跪拜的样子，所以所有表祝祷之事
的汉字皆从“示”，例如：祠、祝、社、祜等等。像
这样表祭祀文字还有很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古代祭祀范围广，祭祀活动频繁。以上这些知
识都是在析解汉字的过程中了解到的，可见字
理识字既拓展了学生视野，丰富了知识，又提
升了素养，为他们今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文
化根基。

实践证明，字理识字是一种科学合理
的教学方法，它不仅能大大激发学生识字
的兴趣，还有效提高了识字的效率，发展了
学生的思维，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更可喜的
是，学生在识字的过程中受到了祖国语言
文字的熏陶，产生了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之
情，在潜移默化中逐步树立了文化自信。

浅说字理识字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意义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 赵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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