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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

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接班人。本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专刊》自创办以来，本着高

效、实用的原则，集指导性、思想

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受到

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欢迎，是

德育工作者、教师、家长的好帮

手，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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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儿子逛菜市场

（第6版）

让祖国花朵美丽绽放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花朵，代表

着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呵护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一直以来，四川省德昌县坚持以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线，从多角度出发，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让祖国的花朵

美丽绽放。 （第2版）

新观察

厚植爱国情怀 砥砺强国之志
——各地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扫描

本报记者 胡桂芳

秋分前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青湖镇中心小

学的校园农场迎来了大丰收。近年来，该校通过在校内

外开设种植体验园地、校园农场、劳动实践基地等，让

学生们走进田间，亲近自然，种植蔬菜瓜果，体验劳动

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增长学生们栽培、除草、施肥及

采摘等农事知识，培养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良好习

惯。图①为老师讲解猕猴桃生长的过程；图②为学生们

采摘猕猴桃。 张玲 摄

中 国 这 几 十 年 的 发 展 ，一 个

最基础的成就，就是解决了十多

亿人的温饱问题，我们用一代人

的时间就实现了从贫困到丰裕，

告别了粮食紧缺、告别了粮票。从

80 后 、90 后 开 始 ，基 本 就 没 有 太

多关于饥饿的记忆。

告别了饥饿感，但是节约的意

识和习惯不能丢，社会再进步、粮

食再充裕，这种意识和习惯都应该

代代传递。不仅因为粮食生产的不

易，不仅因为这是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的要求，也是因为节约是一种美

德，在节约粮食的过程中能够帮助

青少年理解生活，培养艰苦奋斗的

意志品质。

校 园 是 培 养 青 少 年 节 约 粮

食、珍惜粮食的主阵地、主战场，

因为青少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校

园度过，家庭用餐反倒没有学校

用餐多。同时也因为校园浪费情

况较为严重，是粮食浪费的“重灾

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发布的《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

费报告》显示，中小学群体等是餐

饮食物浪费的“重灾区”。

引导青少年养成节约粮食的

好习惯，传承节约精神，不仅在课

堂 上 ，更 应 该 在 食 堂 内 、在 餐 桌

上，不仅要有言传，更要求教职工

为广大青少年带头示范，为他们做

好榜样。

校园内节约习惯的培养、节约

意识的传承，还应该通过改进食堂

伙食、改善运营等方式引导青少年

节约粮食。比如最近清华创业团队

设计了一个“光盘+打卡”的办法，

以年轻人喜欢的“打卡”方式，激

励“光盘行动”，用餐后对餐盘拍

照，经由人工智能识别为“光盘”

后可打卡，并可用积分换取奖品或

给公益项目捐款。当然，这些创意

和做法的背后，也要求校园食堂精

细化管理等能力进一步提升。

9 月 16 日，广东省中

山市丽景学校开展了一场

名为温饱年代的“危机体

验餐”活动。活动分为“珍

惜粮食、珍爱生命、生活劳

动、锻炼极限、观影危机”

等体验性环节。旨在通过

活动，提升大家的危机意

识和勤俭节约的意识，和

近日该校党支部带头倡议

并组织开展的“光盘行动”

形成呼应，形成人人“光

盘”，人人节约的良好风

尚，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

习惯。

在全体师生齐读唐诗

《悯农》后，“危机体验餐”

正式开始，参加活动的师

生、家长各分配了一碗白

饭和一道青菜作为当日晚

餐。人人参与体验活动，体

会“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的深刻含义。

据悉，早在 9 月 7 日，

学校与家委会代表召开座

谈会，家委会提议组织全

校师生开展“危机体验餐”

活动，本着给予孩子们最

好的教育，切实教育孩子

勤 俭 节 约 ，

杜绝铺张浪

费之风。

（《南方日
报》廖冰莹）

在 制 止 餐 饮 浪 费 行 为 、培 养

节约习惯方面，学校教育必不可

少，但是家庭教育也是不可或缺

的重要一环。在家庭这个人生的

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

任老师，在家庭教育中提倡浪费

可耻、节约为荣，不仅是倡导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更是让孩子在

其 中 涵 养

“克勤于邦，

克 俭 于 家 ”

的 道 德 品

质 ，去 除 铺

张浪费的不良之风，在举手投足

间展现深植于心的文明素养。

将 勤 俭 节 约 融 入 家 风 ，彰 显

了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和 传

统 美 德 的 代 代 传 承 。家 庭 在 粮

食、衣物、住房、交通等方面的消

费 观 ，会 对 孩 子 产 生 深 远 影 响 。

如果不从儿时抓起、不从小处着

眼，任由铺张浪费成为孩子根深

蒂 固 的 习 惯 ，就 有 可 能 积 重 难

返。因此，养成正确的消费观念，

培育节约的生活习惯，是家庭生

活 中 父 母 和 孩 子 需 要 共 同 面 对

的 课 题 。每 一 位 家 长 都 应 谨 记 ：

勤俭节约是传家宝，什么时候都

不能丢。

家风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

量，潜移默化地滋润着人们的心

灵，塑造着人们的品格。很多人儿

时都背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 ”，很 多 人 幼 时 都 被 父 母 提 醒

“ 碗 里 饭 菜 要 吃 干 净 ”。延 续 至

今，从落实“光盘行动”到拒绝过

度 包 装 ，再 到 节 水 、节 电 、节 气 ，

改变出行方式，只要从我做起、从

现在做起，言传身教，就能把节俭

新风写在生活点滴间、刻在家门

家风上。

如 今 ，时 代 在 发 展 ，社 会 在

进步，人们的道德文明素养也在

不断提升，“舌尖上的浪费”更是

要 不 得 。即 使 生 活 一 天 天 好 了 ，

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希望更多

学校和家庭携起手来，教师和家

长以身示范的同时，引导教育孩

子们树立起节俭意识，培养出节

约 习 惯 ，自 觉 抵 制 餐 饮 浪 费 行

为 ，让 勤 俭 节 约 成 为 良 好 家 风 、

社会新风。

守住节约精神代际传递的主阵地
杨三喜

让节约融入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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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1
日电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经国务院同

意，国家体育总局和教

育部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要加

强学校体育工作。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

丰富多彩的课余训练、

竞赛活动。支持大中小

学校建设学校代表队，

成立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将体育科目纳入初、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

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

启动体育素养在高校招

生中的使用研究。加快

体育高等院校建设。

要完善青少年体育

赛事体系。义务教育、高

中和大学阶段学生体育

赛事由教育、体育部门

共同组织，统一注册资

格。整合学校比赛和 U

系列比赛，建立分学段、

跨区域的四级青少年体

育赛事体系。合并全国

青年运动会和全国学生

运动会。教育、体育部门为在校学生

的运动水平等级认证制定统一标准

并共同评定。

要大力培养体育教师和教练员

队伍。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

进入学校兼任、担任体育教师的渠

道，制定在大中小学校设立专兼职教

练员岗位制度。

要强化政策保障。研究制定有体

育特长学生的评价、升学保障等政

策，鼓励各地建立健全“一条龙”人才

体系，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问题。

国
家
体
育
总
局
、教
育
部
联
合
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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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爱国主

义教育，要求全社会把广大青少年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深

入持久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

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 创新载体，让爱国主义
教育更加鲜活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勿忘国

耻 警钟长鸣”“吾辈当自强”……近

日，乘坐河南郑州 203 路的乘客经

常能碰上一辆车内贴有爱国主义教

育漫画和字画的公交车。

在车厢里张贴爱国主义教育漫画

和字画的创意来自郑州公共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一公司一车队203路车长虎

萍。她告诉记者，203路公交车沿途经

过四五个中小学，中小学生乘客较多，

为了让孩子们上下学坐车时也能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她和14岁的女儿用2

个晚上创作了5幅纪念抗战胜利75

周年的主题漫画和4幅字画，于9月9

日张贴在车内，将公交车打造成流动

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堂”。

“同学们好，我是一名公交车

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抗战历史。

大家要认真听哦，我讲完后会提问

几个小问题，回答正确的，我会给大

家发放小奖品……”虎萍告诉记者，

十多天来，除了用主题漫画和字画

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外，她

还利用休班时间给孩子们讲抗战历

史。她自费购买了橡皮、削笔刀等小

奖品发放给回答正确的孩子，极大

地提高了孩子们听讲的积极性。

郑州 203 路爱国主义主题车厢

只是全国各地创新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的一个鲜活案例。近年来，全国多

地充分利用伟人故居、革命博物馆、

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

义基地，向青少年讲好爱国主义故

事。同时，许多学校也组织青少年参

观自然人文景观、重大工程、高新技

术项目，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游览、参

观活动之中，让学生领略祖国大好

河山壮丽之美，感受科技兴邦的磅

礴力量，激发爱国主义情怀。

◎ 与时俱进，深挖爱国主
义教育特色元素

新时代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

育，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特征丰富教

育内容、拓展教育途径，把爱国主义

教育贯穿于青少年成长全过程和各

环节，实现课堂内外、线上线下同频

共振，让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制作节俭主题小书签、描绘百米

农耕图、扮演粮食宝贝、签订节约承

诺书、校园广播宣传勤俭节约……8

月31日上午，一场富有创意的“开学

季 节约行”活动在安徽合肥市少儿

艺术学校火热进行。孩子们装扮成玉

米、辣椒、稻谷、茄子等粮食宝贝跳起

了舞蹈；高年级的学生将亲手制作的

节俭主题小书签郑重地送给新入学

的一年级新生，向他们讲解节约的含

义和节约小妙招，大家一起从细节做

起学习勤俭节约。

在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

中，无数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不

计报酬，奋勇“逆行”，他们是爱国主

义的生动诠释者和践行者，他们的

爱国主义情感和行动，正是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江西新干县组织战“疫”英雄走

进 4 所学校，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四川汉源富林

镇第一小学则举行了一场以“抗疫

英雄进校园，爱国主义励师生”为主

题的活动，汉源援鄂医疗队员、县人

民医院医护人员龙秋给孩子们讲述

了自己的抗疫故事，激励大家努力

掌握过硬本领，在人民需要的关键

时刻勇担使命责任。

◎ 多管齐下，深入、持久、
生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201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

纲要》,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进行

了全新的战略谋划，指出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

青少年，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

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

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8月 26日，全国妇联启动了“巾

帼心向党 奋进新时代”主题群众性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通过讲好中国

巾帼抗疫故事、妇女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挂牌、推进青少年爱国主义读

书教育等主题环节，在妇女儿童中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近日，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四川省贯彻落实〈新时

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实施方

案》，从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载

体、创作生产优秀文艺作品等 10个

方面列出重点任务，推动爱国主义

成为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信

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

不仅如此，近期，全国各地紧密

结合“开学第一课”，在广大青少年

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安徽合肥市

各中小学校通过举办升旗仪式，国

旗下讲话，学习抗疫、抗洪英雄事迹

等形式，上好疫情下的爱国主义教

育重要一课；天津市大中小学围绕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全市学生讲好

“开学第一课”；山东多地学校在复

学后第一时间向中小学生普及爱国

卫生运动和公共卫生知识、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在广大青少年中深入、持久、生动地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

神在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将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①

②

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孩子们装扮成粮食宝贝跳舞合肥市少儿艺术学校的孩子们装扮成粮食宝贝跳舞

“ 儿子，这是什么菜？”“西兰

花。”“那这又是什么？”“油麦菜，

我们经常吃火锅时都会点，素炒也

好吃。”“真不错！”我竖起大拇指夸

儿子，并接着说：“买菜也是有学问

的，夏季是蔬菜上市的旺季，每天都

会有新鲜蔬菜，而且价钱也便宜，冬

季天冷时蔬菜就少了，价格也会贵

一些。”这是前不久的一个星期天的

早晨，我带儿子逛菜市场时的一个

场景。其实，我带儿子逛菜市场也有

好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