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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加强教育提意识。全系统每

年分层组织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人员培
训，不断提升学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风险意识及管理水平。各校把饮食教
育列入年度教育计划，专门确定教学
师资、教学课时，使饮食教育“进”课
堂，同时扎实实施《浙江省千万学生饮
食放心工程行动方案》，及时启动中小
学生饮食安全知识知晓率达标工程，
实现科学饮食知识辐射社区、家庭等。

咬定“放心”
精心创建安全示范食堂

“铃铃铃⋯⋯”每逢上午放学铃声
响起，实验小学学生排好队有序进入
学校食堂。日前，孩子们有了新发现：
原先“光秃秃”的餐盘有了盖子！

“结合‘优质服务月’活动，学校
食堂对餐盘进行了全新升级，餐盘有
了盖子，起到了保温作用，让每个学生
都能吃上热腾腾的午餐。同时，我校
开展了食堂优质服务能手评比，评选

‘每月之星’等，力促学生吃得舒心、家
长放心。”昨日，学校相关负责人对记
者如此表示。

近年来，教体系统咬定“放心”目
标，加大投入强硬件，不断完善食堂饮

食服务设施条件。教体与发改、财政
等部门共同努力，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添置校园食堂设施设备，今年暑期，全
系统用于学校食堂专项改造的资金达
2000万元，切实改善了校园食堂硬件
条件。同时，加快A级食堂创建，以创
建促进内部规范管理和基础条件改
善。目前全区 82家中小学、幼儿园食
堂已跻身A级食堂，占全区A级食堂数
的80%以上。另据悉，全系统智能阳光
厨房建设正快速前推，在2020年8月底
前，全区学校食堂“阳光厨房”视频监控
平台可望全面改造成“智能阳光厨房”
系统，从单一的后厨“可视”升级为操作
行为和现场环境的“可分析、可抓拍、可
示警、可评估”，从而进一步提升学校食
堂食品安全风险管控能力。

同时，全系统持续多年组织饮食
“优质服务竞赛”活动，择定多所学校
实施“阳光厨房”建设，在相关操作间
安装高清监控摄像设备展示食品制作
加工过程，在学生餐厅公示许可证、餐
饮等级、食品安全承诺等信息，已收获
初步成效。目前中小学“阳光厨房”建
成率已达100%。

各校纷纷出新，力保学生吃得更
放心、更舒心、更称心。上浦镇中秉持

“学校食堂是为师生服务的窗口”理
念，完善了食堂管理工作组、监督组和

指导组三大组织，做到认识到位、分工
清晰、责任明确、工作落实。区职教中
心严格实行学生餐厅领导陪餐制，同
时食堂每月开展一次经理接待日，每
月开展食堂满意率调查，主动向学生
征求意见，积极落实整改等，学校创成
浙江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分
级管理A级单位、省示范食堂。

为确保学生伙食“入口率”，各校
严格执行《学生伙食改善专项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今年秋季，所有农村义
教段学校的困难学生午餐费用全免，
学校开通绿色通道，开学初不再收取
困难学生的午餐费用，营养餐资助标
准由每生每学期提高到 800元至 1000
元等。

随着第九轮校园饮食“优质服务
竞赛”活动铺开，各校积极发挥膳食管
委会作用，邀约家长进食堂，请学生代
表商议菜谱，学生和家长满意度不断
提升。广大中小学、幼儿园邀请各班
家长代表走进食堂，观摩食堂一日工
作流程，了解食品配送、验收、加工等
操作流程及各功能室布局具体情况，
并请家长现场观摩烹饪环节，品尝了
孩子午餐的菜品，家长代表深表满
意。至今，职业中专，实验中学等 40
所学校食堂已跻身省级放心消费示范
餐饮食堂行列。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习惯养成得越多，那个人的能力越强。我们做人

做事，需要种种的能力，所以最要紧的是养成种种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叶

圣陶先生确信：教育的本旨就在于养成良好的习惯，并且终身持之。

叶圣陶先生的话对教育工作者而言，启迪意义很大——

好习惯：遇见更好的自己
张杰中学张杰中学 陈森芳陈森芳 口述口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万均万均 整理整理

我的家乡在丰惠，是一个历史
悠久的古老小镇，是独具江南风味
的梦里水乡。

水是小镇的灵魂。我最喜欢我
家附近的四十里河。

河呈“丫”字形，中间是一家家
的工厂，一幢幢整齐而别致的厂房，
成了美丽的点缀。清晨，当第一束
阳光照到河里，微波荡漾，水面反映
出五彩的光。登高远眺，如一条闪
闪的锦带，别提有多美了。近观清
澈的河面，好像能看到水底深处的
景象。水里升腾一团雾气，水底是
一个神秘的仙境。

中午，河边一排排高大挺拔的
树，迎着太阳，挺着胸，昂着头⋯⋯
忽然，也不知是哪来的风，把大树吹
得沙沙作响。大树失去了刚才的英

勇风姿，如多情的姑娘，在风中羞涩
地唱着歌。

“轰隆——轰隆——”咦，是什
么在响？瞧，一艘大轮船缓缓地从

“丫”字的交叉点处出现在四十里河
的河面上。它可以装载百吨的货物
吧？

两边河岸用大块大块的石头牢
固着，石头上偶尔可见绿绿的苔藓，
把四十里河装扮得更加朴素自然。
信义广场的对面河岸砌上了扶栏，
一条长长的景观带直通到惠普大
桥，为家乡添上了亮丽的一笔。

不知不觉间，天已经黑了，一切
都变得静悄悄，除了一声声的蝉
叫。月亮倒影在四十里河上，显得
格外恬静⋯⋯

（指导教师：金玉梅）

丰惠镇小六（3）班 许馨怡

家乡四十里河美如画

作为身处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如
何在日常教育中养成好习惯，并精心
培养学生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
习惯？我以为，养成好习惯要从“早”
抓起，从“小”抓起。从“早”抓起，就
是强调要抓“开端”，抓起始的第一
步；从“小”抓起，就是要从细微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上注意养成好习
惯。这样，师生才能共成长，并遇见

“更好的自己”。

家长打来电话

“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想起你
薄荷味的笑/那时/你在操场上奔跑/大
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我们
都是好孩子》音乐响起，我拿起手机一
看：原来是学生佳佳的爸爸打来的，可
能是来问孩子这次月考成绩的。

接通手机，我们开始了对话：
佳佳爸爸：陈老师，我女儿这次

考试语文才 69 分，数学和英语也只
有 80 多分，名次退了！是不是她在
学校不认真学习？还是在学校出现
什么问题了？

我：佳佳爸爸，您好！谢谢您主
动打电话给我。首先请您对自己的
女儿有信心，她在这里学习积极性还
是可以的。这次考试试题也许偏难，
我班三科成绩均在年级排名第一，老
师都是优秀的，这点您放心。

佳佳爸爸：那佳佳的成绩？
我：佳佳的成绩和她在学习上的

习惯有关，不是学习主动性问题。
佳佳爸爸：学习习惯？
我：是的，学习习惯。佳佳在学

校对学习表现很积极，主动担任英语
课代表，喜欢和老师说话，是每个老
师都喜欢的学生。

佳佳爸爸：谢谢老师的认可。
我：佳佳这次没考好，她也很困

惑，心理压力也很大，她很自责。我
希望您能协助我在家里鼓励女儿，一
时的成绩算不了什么，笑到最后才是
胜利者。明天是星期一，她回校后我
会找她聊的。

佳佳爸爸：那谢谢老师了，有空
出来喝茶。

我：不客气，教育孩子是我的职
责所在，我们一起努力！

与学生同找“症结”

佳佳，是一位美丽善良快乐的女
孩，乐于为班级服务，帮助老师查检
作业，督促同学们背书，解答同学们
的疑问。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喜欢
她。可入学第一个月的月考中，她的
成绩有大幅退步。我得找她谈谈。

星期一傍晚，我四处找她，终于
在教室里看到正在演算数学题的佳
佳。我走到她身边：

我 ：佳 佳 ，这 么 晚 了 还 不 去 吃
饭？一会儿饭堂的饭菜都凉了。

佳佳：哦，老师你也没走吗？
我（向她眨了眨眼）：是呀，我的

班里还有学生，我敢走吗？
佳佳：哦，那我走吧，老师也回去

煮饭吃吧。
我：不急，我也去饭堂吃饭，我们

一起走吧。
佳佳：好。
我俩走在去饭堂的路上，又开始

了对话：
我：这次没考好，心里不好受吧？
佳佳：嗯。老师，为什么同样的

学习，他们就能考得这么好，我却考
得这么差？是不是我比他们笨呀？

我（摇头）：NO！我的佳佳最灵
秀了，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多聪明，笑
起来又甜甜的可爱，怎么说起自己笨
了呢？

佳佳（伸出舌头做了个不好意思
的笑脸）：可我却考得这么差！

我：是呀，一个这么聪明的脑袋，
却没考出自己想要的结果，一定是什
么地方出了问题了，我们得好好想
想，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扔掉。

佳佳：嗯。
我：我们边吃饭边一个一个查找

吧。
在吃饭的时候，我们把良好的学

习习惯、行为习惯等方面一一列举出
来，她一句我一句地好像比赛一样，
并没有针对她来对号入座。一餐饭
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她回宿舍我回
家。

18时45分，我们又回到教室，她
学习我看学生晚自习。

在晚自习结束后，佳佳交给我一
张小纸条，纸条上写道：“老师，谢谢
你！我做完作业后认真思考了今天晚
上我们说的话，我认为自己在‘静心听
课’这点做得不好。我上课时会有搞
小动作现象，特别是老师讲得很精彩
的时候，或者自己想到一些很好玩的
东西时就想着要马上和周围的同学分
享。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不好的习惯，
这不但影响了自己的听课，还影响了
周围的同学，这点我要改正。”

第二天早上，我还给她的小纸条
上写道：“是的，没有人天生就优秀！
优秀者其实都是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孩
子改掉不好习惯而成长起来的。佳
佳，恭喜你，因为你也开始觉悟了。”

多措并举改“陋习”

改掉不好习惯，不是一件容易
事。所以，我对佳佳倾注了不少精
力。

正面鼓励，精神支持。见到佳
佳，我经常会问她：“今天上课认真听
讲了吗？”当她挺直腰杆对我微笑时，
我就对她竖起大拇指；如果她是不好
意思笑笑，我就装着失落走开。逐渐
地，我俩之间形成了一种习惯，后来
不用我问，她一见到我就主动汇报。

沟通家长，携手帮扶。我和家长
约定：每个星期五通一次电话。因为
孩子是住校的，只有星期五回家，星
期天晚上又要回校学习。通话的内
容是互相交流佳佳在校和在家的情
况，尤其是在学习和生活上好习惯上
的培养和进步，多加鼓励，少些批评，
让孩子慢慢养成好习惯。

与此同时，我也主动与各任课教
师沟通，共同督促和引导孩子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

经过一段时间，我观察发现，佳
佳真的改掉了上课容易开小差的不
好习惯，在课间、在晚自习也安静了
很多，学业成绩也在稳步提高。

一天晚上，佳佳的爸爸又打电话
给我，很开心地告诉我，佳佳好像真
的长大了，在做人做事方面沉稳了很
多。我告诉他：孩子养成和保持好习
惯不易，我们还得努力。

我的家乡在长塘，我爱家乡的
柿子，它带给了我无穷的快乐。

柿子树的生命力十分旺盛，树
干高大伟岸，树冠浑圆状，枝叶茂
盛。春末初夏，淡黄色的柿子花漫
山遍野地开放。柿花小巧玲珑犹如
童话王国般金黄色的小皇冠。

七月核桃八月梨，九月柿子来
赶集。当荷尽菊残，秋叶飘零时，柿
子树叶由绿变黄再变红，挂满一颗
颗玲珑的红玛瑙，像仙女铺排在天
地间的宫灯，像秋天燃烧时凝结的
火团。有的两三个一群，好像在谈

论着什么，有的独自一个挂在旁边，
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食时，你一手捏把儿，一手轻轻
地用指尖撕去薄如蝉翼的外皮，现
出鲜红鲜红的肉汁，然后轻轻从柿
子顶尖吮吸，凉凉的，甜甜的，香香
的柿子汁就滑到喉咙，沁人心脾。

记得有一次，家里放着一篮柿
子，我二话不说拿起就吃，结果嘴巴
很厚很涩，爸爸告诉我柿子还没熟。

柿子树给我带来了甜甜的、浓
浓的家乡的味道，令我永远回味无
穷！ （指导教师：朱芳）

阳光学校三（1）班 何钧翰

我爱家乡的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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