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训练营

清明节前夕，怀着对革命先烈的无限追忆，杨家岭福州
希望小学50余名少先队员和教师代表来到延安“四·八”烈士
陵园，开展以“缅怀革命英烈 争做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清明
祭英烈活动。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精神饱满地
来到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大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神
情肃穆地站立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向革命英烈寄托哀思。
在庄严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孩子们齐声配乐朗诵《致敬英
雄》，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革命先烈们的英勇无畏和壮烈牺
牲而泪目。

革命英烈的献身精神和高尚品格，教育和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中华儿女。党员教师在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立志要
以革命烈士为榜样，以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弘扬
先烈们爱党、爱国、爱人民的高尚情怀。

这场“缅怀革命英烈 争做时代新人”的清明祭英烈活
动，让孩子们更加深刻地学习英烈精神，珍惜幸福生活，把红
色基因根植心中，从小树立远大理想，练好本领，全面发展，
努力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拓飞龙）

缅怀英烈 争做新人

趁东风和孩子一起放风筝

红孩子讲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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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乐中成长，在成长中绽放。
我现在来到了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第
三届“金话筒”小小主持人大赛的复赛
现场。小小的话筒，纯真的童音，小小
的舞台，承载着美好的梦想，让我带大
家一起去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为营造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发掘
和培养综合素质强、具有优秀主持潜
能的学生，实现孩子们能在舞台上、聚
光灯下自如地演说，在挑战中成长。
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举办了第三届

“金话筒”小小主持人大赛。
经过前期初赛，共计 16名选手脱

颖而出，进入复赛。复赛分为“自我介
绍、才艺展示、模拟主持”三个环节。
小选手们对这次的比赛都做了精心的
准备，信心十足。

自我介绍环节，可一点都难不倒
这些同学。小选手们表现得落落大
方，声音嘹亮，向观众们展示了多样的

自己。美文朗诵环节，选手们声情并
茂，感情充沛，极富感染力，从仪表、台
风、神情、语言多个维度，诠释着小主
持人的舞台表现力，在场评委老师们
都赞不绝口！

才艺展示环节，小选手们自信勇
敢、可爱努力、从容淡定，给观众和评
委展现了自己最出彩的一面，赢得了
阵阵掌声。现场评委根据小主持人的
礼仪形象、语言表达、应变能力等表现
进行综合打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
评出了10名选手进入决赛。主持人比
赛在掌声和欢笑声中圆满落幕。

比赛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每一位
师生的努力和家长的配合。这样的比
赛，能让孩子体验成功的喜悦，也能在
失败中磨砺意志，提高挫折耐受力和
心理承受力，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第三届金话
筒小小主持人大赛复赛已经结束了，

名次远远不及站在舞台上展示的欢
喜。每一段成长都是一段奇妙的旅
程，成长路上的挑战都是美好的永

恒。让我们期待他们决赛中的精彩表
现吧。

（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 徐菁阳）

小小主持人 争锋金话筒

毛泽东和小八路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艾子涵，我在延安杨
家岭革命旧址为你讲述《毛泽东和小八路》的故事。

眼前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春天，画面里
毛泽东正在手心比画着，教两个小八路写字。

那是1939年4月24日上午，毛泽东乘车来到
位于延安东关黑龙沟的抗大校务部，参加抗大生
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当他快到抗大校务部门前
时，有两个小八路从山坡上跑下来，兴冲冲地来到
他跟前，向他问好。

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啦。
小个儿的刘长贵机灵地看了看旁边的安定

宝，爽声道：“我十四，他十五。”
毛泽东问：“你们这么小，为什么参加八路军？”
两个小八路争先恐后地回答：“为了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听着小八路的豪言壮语，毛泽东笑了，说：“你

们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你是毛主席！”
毛泽东说：“不对！我不叫毛主席，我叫毛泽东。”
说着，毛泽东弯下腰，在自己手心上把“毛泽

东”几个字写了一遍，耐心地边写边教两个小八路
毛字怎么写，泽字怎么写，东字怎么写。

就在毛泽东在手心比画教字的瞬间，摄影师
石少华轻轻摁下快门，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不久，义务教育在延安开始推行，在毛泽东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号召下，边区政府拨出了
整个经费的20%，用于文教事业发展，在延安创立
了洛杉矶托儿所、保育小学、第一完全小学和延安
中学等。 （延安新新小学四年级3班 艾子涵）

大家好，我是小小讲解员王艺潇，我在延安枣园
革命旧址，为你讲述《一条“伤痕累累”的毛毯》的故事。

这里是朱德同志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居
住过的地方，左起第二孔窑洞是办公室，第三孔窑
洞是会客室，第四孔窑洞是寝室。在他寝室的火
炕上，有一条破旧的毛毯，格外引人注目。这条毛
毯原本的枣红色早已褪去鲜亮，显现出岁月的沧
桑，大大小小的补丁如同皱纹爬满全身。这条毛
毯曾经换过三个主人，见证了长征等中国重大革
命历史事件，更体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艰苦朴素
的生活作风。

这条毛毯起初属于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的董
振堂。1931年，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来到董
振堂所在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5军团看望慰问官
兵，慰问结束要离开时，天上飘起了雪花，董振堂
见朱德衣衫单薄，便将这条毛毯送给他取暖。

1934年 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这条毛
毯一路陪伴朱德翻雪山、过草地，直到红军胜利会
师。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见时任中央军委副主
席的周恩来日理万机，在寒冷的屋里常常要通宵
达旦地工作，便将这条自己随身携带数年的毛毯
送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这条毛毯分外珍惜，1937年4月，他
从延安乘卡车赴西安与国民党谈判途中，遭遇国
民党部队袭击，在指挥部队还击与转移时，他仍不
忘叮嘱警卫员一定要把随身携带的毛毯收好。脱
险后，毛毯上留下了十余处“伤痕”，周恩来看见后
立即派人去织补店进行修补。

抗日战争爆发，朱德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
军总指挥。即将奔赴前线时，周恩来为朱德送行，
又将这条受过伤又仔细织补过的毛毯送还朱德，
作为御寒和防身之用。朱德欣然收下，从此带着
它征战南北。其间因火烧和磨损，毛毯几次再添
新“伤”，但经反复缝补始终伴他左右。

那时候有句口头禅，“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
补又三年”，这个习惯朱德同志一直保持到晚年。
这条缀满补丁、伤痕累累的毛毯，就是他一生勤俭
节约、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

（宝塔区知新小学五年级 5班 王艺潇 指导
老师 白亮亮）

一条“伤痕累累”的毛毯

春天里的经典诗文朗诵赛

诵读经典，传唱美好，在这春意盎
然的美好时节，延安市实验中学第 22
届“走进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如约而
至。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
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
吟诵千古绝句，体味人间百态，孩子们
为全校师生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

或豪放或婉约，或慷慨激昂或深情
款款，每个班级的朗诵形式虽各有不
同，却无一不展示出实验学子优秀的文
化素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按照学校各年级轮流承办活动的
传统，本次诗文朗诵活动由初一年级承
办，学生们积极参与、精心筹备，班主任
和语文老师作为指导，对朗诵篇目的选
择、选手的选拔，音乐、画面的制作，道
具准备、台前幕后等付出大量心血。

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初一（13）班李晨
曦说：“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最大的收获
并不是获奖，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几周
下来，我和同学们一次次逐字逐句琢磨
练习的过程，老师们一丝不苟指导和排

练的过程，都让我特别感动，特别难忘。”
很明显，这次经典诗文朗诵比赛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对学生来说，是
一次提升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
的机会；对老师来说，和学生一起筹
备比赛的过程，也是提升班级凝聚力
和竞争力的过程；而对学校来说，确
确实实达到了活动育人、经典润泽的
目的。

延安市实验中学“走进经典”诗文
朗诵活动已经举办了 22届，这项活动
备受师生欢迎，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学校以此项活动为载体，
通过活动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走进经典”诗文朗诵比赛有助于
学生品味语言文字的魅力，提升学生
的文化素养，让学生享受诗文意韵的
熏陶，陶冶了性情，同时也丰富了校
园文化生活。实验中学以“人文尚
德，格物启智”为校训，也充分体现了
学校在文化育人方面的思考和实
践。 （王小刚）

春天来了，风轻了，云淡了，天空变
得湛蓝高远，天上的风筝也渐渐多了。

我们家小区附近有一块麦田，场地
宽阔，适合放风筝。儿子小通喜欢放风
筝，于是，我们便在街头挑了一个大蜻
蜓，风筝是用防水布做的，蜻蜓有两只
硕大的翅膀，两只眼睛圆圆的鼓鼓的，
神气活现。

小通嚷着要爸爸陪他放风筝，因为
爸爸的技术好。一家人风风火火跑到
麦田里，爸爸轻轻托起大蜻蜓说：“刮的
是东南风，我一松手，你就带着蜻蜓迎
风跑，边跑边放线。”他将风筝高高托
起，然后向上一托猛一松手，蜻蜓就摇
摇晃晃地飞起来了。

小通一脸兴奋，跑得额头满是汗，
脸像红苹果，外衣也扔在一边。爸爸盯
着他喊：“前面有小土堆，小心别绊倒，
右边有树躲开，别让树梢缠到绳子！”风
筝越飞越高，飘向了蓝蓝的天空，浮在
半空中，绳线也放完了。

突然风向改变了，蜻蜓晃晃悠悠，
翅膀开始出现倾斜，爸爸指示小通收一
收线，渐渐地，蜻蜓变得平稳了，降下来
不少。小通神情专注地望着高高的蜻
蜓，笑得像向日葵一样。爸爸微笑着看
着小通和风筝，一脸陶醉。

爸爸说：“要把风筝放到高空，就把
线向下拉，向下拉线，不是把风筝拉低，
而是为了让风筝向上升。因为风筝在

向下拉的过程中，在气流的挤压下，获
得一种向上的力量，这时再松线，风筝
就会越飞越高了。”

小通问：“爸爸，风筝能飞多高呀？”
爸爸说：“线有多长，风筝就能飞多高。”
小通说：“那我把手中的线放掉，风筝就
会飞到天上去了？”爸爸说：“如果风筝
没有线的牵绊，就飞不起来了，就会掉
下来的。”小通一脸的懵懂。

爸爸告诉小通，风筝是由古代的木
鸢发展来的。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需
要，古人以鹰为形，以木为料，制成可在
空中飞行的木鸢，木鸢是古时打仗的重
要工具，用于通信和侦探，因为木鸢里
藏着诏令。小通眼珠一转说，如果古人

在风筝上装上火药，就像战斗机了。爸
爸笑了，夸小通聪明善于动脑筋。

不一会儿，天空变得热闹起来，大
的、小的、长的、短的，有鱼形、蜻蜓形、
蝴蝶形、蜈蚣形等，形形色色的风筝在
高空中飞翔，一根根风筝线，把碧空和
绿野连接在了一起，天也欢了、地也腾
了，春天变得有声有色起来。

这不就是朱自清《春》里的场景
吗？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
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
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

朋友们，趁着东风，赶紧带孩子走
进大自然，和孩子一起放风筝吧！
（延川县永坪镇第二小学教师 冯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