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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陪你一
起长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顾家
伟下班回家，第一句话就是问孩子
今天都学了些什么？女儿新月回
答：“学了法语、弹了钢琴、跳了芭
蕾。”但爸爸并不满意，他说：“全是
艺术类的，还有别的吗？”女儿回
答：“还写了一张数学卷子。”

这么高强度的学习，应该是中
学生才能做得了的事情吧？但其
实剧中的新月还只是一个正在上
幼儿园的孩子。这个剧情，生动地
表现了当下许多父母为了不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不顾孩子身
心成长规律，对孩子进行拔苗助长
式的早教行为。这种早教方式真
的有效吗？《陪你一起长大》剧中的
男孩奚望因为心理压力过大，最后
患上口吃的剧情令人深思。

早教并没有什么不对，一定程
度的早教，需要且必要，关键是要
尊重教育规律。现代人重视早教，
古人其实也一样重视早教。写出

《三都赋》而致“洛阳纸贵”的西晋
文人左思，小时候，父亲左熹一心
想把他培养成书法家，并请来家

教，但左思对书法不感兴趣，常常
将墨水泼在衣服上，以示不满。左
熹只好让他练琴，但左思练了很长
时间也弹不出一支完整的曲子。
后来，左熹根据左思偏爱文学的特
点，让他学习辞赋，左思果然学起
来如痴如醉，许多名篇倒背如流，
经常写出一些令人叫绝的佳句，以
至父亲惊叹：“犬子之长在于此！”
最终，左思不负父望，成为文学名
家。

根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不拘泥于某种固定模式，适当地设
计孩子的未来，这便是左熹教子给
我们的启示。

有家长认为，孩子在小时候多
吃一点苦，多学习一些才艺和技
能，日后会更加优秀，能找到更好
的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愿望是
好的，但是如果家长们抛开孩子的
个性特点，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
为孩子设计一成不变的成长模式，
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我们并不反对早教，但早教一
定要尊重孩子的心理和生理成长
规律，尊重孩子的兴趣和爱好，尊
重教育规律，寓教于乐，让孩子在
玩中学，在学中玩。如此，才是早
教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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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描二维码下载江西新
闻客户端，进入“党报帮你办”频
道，反映你遇到的问题，我们将及
时帮你问、帮你办。

9JIANGXI DAILY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
■ 责任编辑 单 丹

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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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早教更要因材施教
曹诚平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
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镇里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农村经营性自建房进行了鉴
定，保障了居民的安全。据悉，该
镇共有 D 类危房 14 栋，C 类危房
124栋，目前，被鉴定的危房整治基
本完成。

此次该镇被鉴定为C、D类危
房的涉及 10 个村，其中数量最多
的是湖坊村、顺外村、进顺村。为
了便于结算，由湖坊村承担验收工
程款1.8万元、顺外村、进顺村各承
担验收工程款 7000元。因时间紧
急，确保农村经营性自建房安全，
该镇紧急安排各村对有C、D类危
房进行了整治，现已基本完成。

危房整治好 居住更安心

朱姝 本报记者 邹晓华

近日，萍乡市安源区白源街道
居民向江西新闻客户端“党报帮你
办”频道反映，该街道充分发挥乡
贤联系群众紧密、社会经验丰富的
优势，积极探索乡贤参与基层矛盾
纠纷化解机制，设立“乡贤理事
会”。

白源街道以乡贤文化为抓手，
通过“选贤举能”，选了一批能干
事、想干事、敢干事的新乡贤。他

们多是老党员、老干部、政协委员、
老教师、社会道德模范以及在白源
街有固定职业，在白源街投资创业
的外来生产经营管理人才等。让
他们参与调解邻里纠纷，切实给居
民解决了许多纠纷、难题，构建了
乡村治理新体系。

如今，群众的小矛盾、小纠纷
经过乡贤出面调解，大都化解在了
基层。正是在乡贤们的努力下，如
今的白源街打架斗殴的少了，和睦
相处的多了。

乡贤来调解 邻里多和睦

据介绍，“小海豚计划”爱心捐赠
先向孩子们征集心愿，从中选择呼声
最高的爱心物资进行采购。这次给
孩子们送去了保温饭盒、画笔、绘画
本等生活学习用品，让罗江中心小学
的学生们爱不释手。一（1）班的蒋墨
妍是名留守儿童，与奶奶生活在一
起。原本“六一”儿童节的愿望是想
得到一套彩笔，可是看着拮据的奶
奶，懂事的她没有开口。这次蒋墨妍
收到“小海豚计划”温暖包，打开的那
一刻，她看到彩笔、绘画本，高兴得手
舞足蹈。

当记者问她有了彩笔和绘画本

最想画什么？她没有丝毫犹豫地回
答道：“画奶奶、爸爸、妈妈和我牵手
在一起。”

据了解，今年的“小海豚计划”爱
心捐赠，除了直接捐资捐物，还面向
困难儿童、留守儿童和失亲儿童开展
一对一“让爱团圆”帮扶工作，除了给
予儿童物质帮助，也会帮助更多孩子
在父母就业地团圆。暑假即将到来，
志愿者还会帮助蒋墨妍小朋友申请
加入到“让爱团圆”公益活动中来，满
足她一家人团圆的愿望，同时，带她
到上海等城市开阔眼界。

富德生命人寿江西分公司总经

理夏涵文表示，这次与江西日报“党
报帮你办”栏目共同走进罗江中心小
学举办的公益活动很有意义，给同学
们的学习和生活送去帮助。今后，还
将“小海豚计划”公益捐赠活动在江
西深入、长久开展下去。

为体现对小朋友们的关爱，且临
近暑假，此次公益活动还专门安排了
少儿安全教育培训，通过生动的讲解
和具体的案例，向孩子们介绍和普及
了校园欺凌、溺水逃生、食品安全、避
免踩踏等方面的知识，让现场的孩子
们受益匪浅。

常怀感恩心，常为感恩行。公益

捐赠活动即将结束时，16名小学生表
演手语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此
次公益捐赠活动的感激之情。

罗江中心小学校长谢彬同样心
存感激，他说，他们是一所农村小
学，学生中留守儿童所占比例不断
增长，这次捐赠活动，给孩子们带
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物质上的帮
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舞，他
们收获了温暖、感受着向上和向善
的力量。他会鼓励孩子把滴水之恩
化作自强不息、奋发学习的动力，
用优异的成绩不辜负爱心企业和社
会各界的殷切期望。

本报记者 洪怀峰

“下暴雨，没积水，回家和上班也
不用发愁了。”6月15日，南昌市南昌县
银三角银苑社区居民向记者反馈，6月
11日,南昌暴雨如注，城区部分路段积
水严重，但在南昌县银三角银良北路
铁路涵洞路段，却经受了考验，这个曾
经积水 4 年的内涝点，此次却没有积
水。

南昌县银三角银良北路是一条城
市主干道，周边有原城纪旅游景区、银
三角实验学校、县疾控中心等单位，过
往行人、车辆较多，但银良北路有一铁
路涵洞，每逢下大雨就积水，给周边居
民带来了交通不便。

银苑社区居民樊玉莲告诉记者，
她两个孙子在银三角实验学校念书，

最担心下大雨，因为下雨涵洞会积水，
接送孙子就成了难题。

“这个涵洞积水的问题都持续好
几年了，我们一直盼望能得到解决。”
银良社区居民熊玲女士告诉记者，涵
洞一下大雨就淹，不仅影响了居住环
境，还带来安全隐患，积水有时深约 1
米，车子开进去熄火是常见的事。

据悉，自 2010 年 7 月成立银三角
管委会以来，这一片区人口快速增加，
现在常住人口逾10万人。银三角管委
会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随着人口
的密集，汇水面积增大，加上原有规划
设计标准较低和地势低洼等因素，一
旦遇到大雨或强降雨，雨量远超地下
雨水管网的承受能力，雨水无法在短
时间排出去，就出现了银良北路铁路
涵洞段积水的现象，根本原因就是原

来的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与现在的发
展形势不匹配。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当地有关
部门想重新建设银良北路地下排水管
网，但是周边人口密集，地下光缆、电
缆、水管等密布，没有县级统筹安排，
难以组织实施。而且这个工程大、工
期长，施工过程将影响周边万余居民
的生产生活，一旦动工，停水停电在所
难免，由于困难重重，只得不了了之。

今年 5月 29日，银三角人大办、政
协办、统战办联合组织辖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规建局、水务站等多个部门
的负责人，与银良社区、银苑社区干
部、居民代表共商解决之道。

银苑社区党支部书记徐凌表示，
近年来不断有居民反映此事，他愿意
尽最大能力协调辖区居民配合工程的

推进。
“现在正值雨季，暴雨还会造成铁

路涵洞积水，阻断交通，当务之急是加
大排水力度，确保通行。”“同意按照轻
重缓急，先排水保路通。”与会人员纷
纷出主意、想点子。

经过大家商讨，最终形成统一意
见，先增设 6台抽水泵排水，确保遭遇
连续多日暴雨也能及时排放到位，保
障居民出行。但只是治标之法，标本
兼治才能彻底解决积水隐患。

“目前银三角管委会已经与南昌
铁路局沟通衔接，银良北路排水管网
改造提升已正式纳入昌景黄高铁第 7
标段 1号框架桥项目建设任务。”银山
角管委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
建成后，将彻底解决铁路涵洞积水这
一“顽疾”。

电话：0791-86849932
新浪微博@江西日报余红举
微信号：395715229

本报记者 余红举

6月22日9时15分许，于都
县原本倾盆大雨此刻骤歇，罗江
中心小学响起了《让我们荡起双
桨》的歌声，学生们在老师的指挥
下踏着律动的节奏在操场上依次
排队，迎接本报与富德生命人寿
联合开展的“小海豚计划”公益捐
赠活动。这次公益捐赠活动，为
228名学生捐赠了总保额1162.8
万元的专属保险以及价值15.2
万元的学习、体育用品。

本报公益捐赠活动走进于都县乡村小学

情暖学子 守护花朵健康成长

爱心企业捐赠的学习爱心企业捐赠的学习体育用品体育用品。。

捐赠活动现场的罗江中心小学学生捐赠活动现场的罗江中心小学学生。。

通讯员 付斯园付斯园摄

通讯员 付斯园付斯园摄罗江中心小学师生和志愿者开心合影罗江中心小学师生和志愿者开心合影。。

通讯员 付斯园付斯园摄

铁路涵洞积水4年顽疾有望根治
南昌县银三角管委会：排水管网改造后将彻底解决内涝

周春蕾 本报记者 曹诚平

近日，吉水县吉水中学托育中
心投入使用，解决了老师们上班时
间幼年子女无人照看的问题。

由于中学与小学、幼儿园存在
放学时差问题，长期以来，吉水中
学许多老师无法及时接送幼年子

女。为解决老师的后顾之忧，学校
在广泛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开办
了这个托育中心。托育中心有 80
个托位，聘有 4 名专职老师和 1 名
生活老师，目前已接纳 24 名本校
老师幼年子女。下学期，托育中
心还考虑面向社会招生，服务周
边群众。

办托育中心 化教师之愁

“感谢你们的调解，让事情得到了
妥善解决。”因工受伤的环卫女工徐必
香在仲裁调解书签字时，不停地向现
场工作人员致谢。去年，徐必香因为
一起车祸，与用工单位在工伤赔付方
面产生了分歧。今年6月，南昌市青云
谱区徐家坊街道启动联调机制，通过
街道“金牌调解室”进行调解，让徐必
香对处理结果十分满意。

近年来，徐家坊街道始终将创建
模范劳动关系作为中心工作，积极整
合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并在今年5月
获得“江西省模范劳动关系和谐乡镇
（街道）”称号。

“金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

据统计，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共
有企业及个体户 4127家，其中包括 10
余座高端办公楼和王府井购物中心等
大型商业中心，还涵盖了省建材市场

等大型市场。
“有这么多企业和职工，用工矛盾

和纠纷也容易产生。为有效减少矛
盾，尽快解决争议，街道想方设法开拓
化解问题的新路径。”6月23日，记者来
到徐家坊街道办事处，在公共服务中
心主任谈小花的指引下，各种调解平
台依次呈现在眼前。

在一楼，这里有“三师一室”，即法
律援助师、劳动关系协调师、健康工程
师和沙龙茶叙室。在二楼，街道集合
辖区多名专业人士，打造了“金牌调解
室”，并利用可升降的3块幕布，形成一
个流动调解庭。要调解的时候，工作
人员将幕布降下来，形成一个相对封
闭的空间，里面摆上几张椅子和绿植，
幕布上面写着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流程
等内容，既温馨又严肃。

作为金牌调解团队的一员，王湘
煦介绍，在徐必香案件中，街道组织区
劳动仲裁院院长、社保负责人与徐必
香共同来到“金牌调解室”进行调解。
针对赔偿标准达不成一致的问题，调
解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矛盾
双方达成了一致。

此外，该街道还注重做好缓刑、刑
满释放人员的心理关怀和疏导工作，
成立“小霞心理工作室”，及时消除矛

盾隐患，让这些特殊人群也能积极融
入社会。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小
霞心理工作室”负责人杨小霞告诉
记者，工作室会通过心理测试定期
摸排重点群体，一方面针对焦虑、抑
郁、暴力倾向严重的人员进行一对一
咨询，另一方面会对负面情绪相对较
轻的人员进行集中辅导。“不仅为劳动
者的心理健康提供有力保障，更让一
些人重新走上就业、创业的道路。”

“管家服务”为企业解决顾虑

谈小花介绍，创建模范劳动关系，
除了要处理好劳动者的问题，还要当
好管家，全方位服务企业。去年，徐家
坊街道推出“企管家”服务，成立了以
街道领导班子为核心的 200多人驻企
管家队伍，对辖区 4000多家企业在惠
企政策讲解、优质人才招聘等方面提
供一对一线上线下服务。同时，对企
业反映的问题，街道也及时做好走访、
跟进和反馈工作。

“王府井单行道那边两棵树被大
风刮倒了，这个联系谁？”今年 5 月 18
日中午，江西厚宝置业有限公司人员
在“徐家坊街道优质企业专属管家”微

信群里问。
很快，群里就出现了徐家坊街道

办事处主任戴军的回复：“找社区，我
来帮你联系。”5月21日上午，戴军再次
在群里发出消息，并配上现场拍摄的
照片：“解决好了。”

这只是徐家坊街道“为企业办实
事”的一个缩影。为满足企业培训需
求，该街道还建设了现代化职业培训
场所，开展政校企三方合作，不定期邀
请专家、名师来到街道、企业开展各类
培训和讲座。“仅 2020年一年，我们就
为 8 家企业 219 人开展了多次防疫技
能培训和岗前培训等。”谈小花说。

为解决企业一些年轻职工无暇辅
导孩子的问题，街道还推出“呵护她
他”关爱项目，以社会邻里中心为平
台，打造托育室和三点半课堂等，赢得
一致好评。

在建北社区邻里中心二楼，这里
的托育室粉饰一新，书架上摆放了许
多绘本图书，从幼儿园回来的孩子三
三两两围坐在一起，气氛十分欢快。

“我们已经联系了第三方企业，并对接
辖区志愿者，今后会积极举办亲子活
动，帮助有需要的孩子辅导作业，更好
地解决年轻职工的后顾之忧。”建北社
区党支部书记蒋红表示。

让职工不烦心 企业不操心
徐家坊多平台打造模范劳动关系和谐街道

邮箱：6520422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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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璋

陈文飞 本报记者 徐黎明

“以前坐车要走 2 公里的路
程，年老体弱的人很不方便，现在
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进城赶集抬
脚就到，真是太好了！”6月 23日 9
时许，一辆城乡公交车驶进樟树市
昌傅镇袁江村下余村小组，村民们
奔走相告。

袁江村是昌傅镇最偏远的
村，距离集镇 12 公里，该村曾经
是 省 定 贫 困 村 ，2018 年 整 村 脱

贫。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村民又
有了新盼望，希望村里能通公交
车，解决村民特别是老年人出行
难的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昌傅镇及时
将该事项列入“为民办实事”清单，
多次与樟树市交通部门沟通协调，
在驻村帮扶单位的帮助下，该村投
资18万元，经过1个多月的勘察和
紧张施工，一条长 1012 米、宽 6 米
的进村公路顺利竣工通车。

城乡公交车 开进脱贫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