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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金融店小二 三大银行农商行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陈新华报道：“同志，我
需要上门服务”，听着这样专业的术语，新都支行运营
主管正在纳闷这种词语应该鲜有人知，正在忙着处理
传票的她疑惑的抬头看向柜台外，原来是一位之前上
门服务过的客户，这次又过来了。

这位客户本人是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行动不
便，无法来网点进行密码挂失。这不，他的妻子姚某因
上次来我行咨询，新都支行工作人员了解到详细情况
后，急客户之所急，上门服务进行挂失。这次密码又忘

记了，再次来银行寻求帮助。接到运营主管的反馈，新
都支行陈行长高度重视，于当天安排一名客户经理和
运营主管携带业务资料驱车前往客户住处给客户办理
了密码挂失和重置业务。在客户家里亲访时，客户妻
子姚某几度激动得落泪，她感慨自己家庭的遭遇，更感
激我们农商行员工多次上门为她服务依然毫无怨言。

一次便利的上门服务，是该行工作人员日常繁忙
业务中的一个细微缩影，将服务主动送上门，让特殊
客户享受到同样的银行服务，对该行来说不是第一
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坚守合规制度的原则下，通
山农商行本着“责任银行”使命担当，带着“店小二”的
服务精神，用实际行动解民忧、纾民困，努力为群众办
实事，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 通讯员汪丽娜报道：2月
16日，咸宁农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
伟祥一行到通山农商行开展领导班子
及成员 2021年度考核工作，并督办

“春天行动”。县行领导班子成员、机
关部门正副职、各支行负责人及员工
代表共计50余人，会议由党委委员、
行长孙琦主持。

市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邓伟祥首
先就考核工作强调三点意见：一是要
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年度考核的重要

意义；二是要抓住关键，准确把握这次
考核的具体要求；三是要严格要求，自
觉遵守这次考核的工作纪律。现场听
取了班子述职述廉，并开展民主测评
和个别座谈。

随后，考核组召开了党委民主生
活会，会上通报了2020年民主生活会
和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准备情
况，征求意见情况；县行党委委员、行
长孙琦代表党委班子进行对照检查，
并开展自我批评；其他班子成员依次

开展对照检查和批评与自我批评。
考核期间，邓伟祥还开展了“春天

行动”督办，深入大路、营业部等支行，
详细了解了支行微贷扩面增量、存款产
品营销等情况，鼓励支行继续保持昂扬
斗志，全员发力，奋力夺取“春天行动”
全面胜利。

通山农商行

组织召开领导班子及成员2021年度考核工作会
通山农商行上门服务暖人心

如何纠正孩子握笔姿势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孩子刚上小学,握笔姿势很不标准，书写
一塌糊涂。”23日，咸安的家长宋女士咨询,该
如何科学纠正孩子的握笔姿势。

咸宁紫荆花教育集团王老师介绍，青少年
错误握笔姿势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先天
发育不好，肢体协调能力差；有的是过早握笔；
有的是与教师和家长的教法有关。当青少年手
部肌肉发育还不完善时就拿笔书写，一旦家长
和教师不注意正确握笔姿势的培养，再加上功
利性的心理需要，强制青少年长时间写字完成
作业，极易形成错误的握笔姿势。

可以引导青少年从练习控笔开始，在纸上
随意写画横、竖、撇、捺、横折、竖弯钩、斜钩等，
目的是让他们的手指能够使上劲，也就是所谓
的“发力”训练。每天可以练习20分钟，形成良
好的书写习惯。

学龄儿童在学习写字的过程中，常常会发
生左右相反的情形，如“人”写成“入”，“由”写成

“甲”等，拼音中的“b、d、p、q”也反复混淆，甚至
许多一年级的孩子还是如此，令父母们担心不
已。其实，这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随着孩子年
龄增加和手脑能力的渐趋成熟，这种现象会自
行消除。

对于执笔方法不正确的学生，教师要提高
关注度。在作业书写时，减少一些作业量，降低
速度的要求，强调执笔姿势的准确性，多给予个
别指导、检查、督促，频率要频繁。

要有恒心，纠正错误的握笔姿势不是一次
两次写字就能见效，可以有意识地激励青少年，
从坚持一分钟，两分钟做起，循序渐进锻炼良好
的书写姿势。

青少年的在校时间毕竟有限，纠正不正确
的握笔姿势，家长配合十分重要。因此，校方、
老师要及时与家长沟通，家长看到孩子握笔姿
势不正确时应给予纠正，共同督促，帮助他们形
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播撒希望的火种
——记湖北科技学院星火支教团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教育 热点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 15 部

门推选展示2021年全国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

目”“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

名单，湖北科技学院星火支教

团队入选“优秀团队”名单。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带着这份初

心，支教成员们一次又一次踏

上了播撒希望的旅程。

如何让孩子学好拼音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学好拼音是学好汉字的基础。近日，有家
长反映，说不知道该怎么辅导孩子学习汉语拼
音。市第二小学高级语文老师马海明给出了汉
语拼音的学习方法。

方法一：家长和孩子说普通话。良好的
语言环境是孩子学好拼音的重要因素。很多
家长在家里习惯和孩子说方言，但是方言中
有很多音和普通话中的音是不同的，这样会
导致孩子在学习普通话的时候混淆或者分不
清。所以，为了孩子能够学好拼音，家长尽量
说普通话。

方法二：激发孩子学习的积极性。家长如
何培养孩子学习汉语拼音的积极性呢？首先，
家长要耐下性子，不要因为孩子学习慢就着急，
发火，这样会给孩子造成自卑的心灵。当孩子
取得一点点进步的时候要给予鼓励与赞扬。其
次，在陪孩子读书的时候，遇到简单的拼读时，
可以适当放手让孩子自己读一读，当孩子能够
读出来时，他就会很有成就感，学习的兴趣也会
更浓。

方法三：在生活中学习。晚上，在和孩子聊
天的时候，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时机。生活随处
是道具，冰箱、彩电、电视机等等，指着让孩子拼
读出来。其实孩子很喜欢这样的游戏，既娱乐，
也能学到知识。

方法四：阅读课外读物。多给孩子买些带
有拼音的书。这种方法最有益于孩子学习拼音
了。很多字在书中都是反复的出现，一回生，两
回熟，见多了，孩子对于这些字的拼音就像是条
件反射一样能直呼出来。

方法五：大声朗读。告诉孩子学习汉语拼
音重要的是看老师的口型，大声地跟着读。每
天放学回家，要求孩子把当天所学的拼音和音
节大声地朗读给你听。

方法六：在读拼音的时候不妨使用手势帮
孩子记忆。很难分清前鼻音、后鼻音、平舌音、
翘舌音。可以在教孩子读后鼻音的时候把手作
成喇叭的形状，表示后鼻音要打开口腔来读。
读平舌音时将手掌伸平，读翘舌音时将手掌往
上弯曲。

方法七：不管记不住还是读不准的拼音，家
长都可以采取过关斩将的方法帮助他。也就是
让他读所有的拼音，然后把不会的记在小卡片
上，每天读五分钟。分早中晚三次，反复循环
读。把立刻读出来的放在一边，这样慢慢就会
读了。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远杰、袁盛柱、阮美
玉报道：“在通山县实验中学、实验小学读书
的孙子袁铭杰、孙女袁明慧早上起床后能叠
被子、扫地，中午、晚上放学回家见到爷爷奶
奶不但能热情叫喊、语言孝老，而且还能帮
忙洗菜、切菜。现在学校教师对学生教育得
真好啊!。”2月18日，家住在通山县凤池山
的学生袁铭杰、袁明慧的爷爷袁知礼高兴地
告诉笔者。

现在有些青少年学生不知父母挣钱的

辛勤劳累，放学回家只想看手机、打游戏，过
着吃、穿生活无忧的幸福生活。

为了把全县9万余名学生培养成在家
能热爱劳动，在学校能认真学习各科知
识，在社会上能懂文明礼貌、知恩图报的

“新时代好青少年”，该县教育局结合省、
市等有关教育部门规定，健全了以一名副
局长亲自抓，各乡（镇）中心学校、各中小
学校校长具体抓的领导机构；专题召开了
各乡（镇）中心学校辅导员、各中小学校教

学副校长会议，学习宣传了上级劳动教育
精神；根据各校实际，制订劳动课规划及
课程；全县各学校已实施了“中、小学生在
家中帮父母洗衣、洗菜、做家务活；进学校
能参加生产劳动，挖地、种菜；出校园到
种、养殖专业个体户学习及邻县研学营地
进行开展劳动教育。”

该局去年 9 月开展校外劳动教育活
动以来，有很多学生回家都能帮父母洗
衣、洗碗、扫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

动了。该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共计组织安
排了城区学校 1.2 万名学生，分别去赤壁
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崇阳浪口当代研学
基地及咸宁萝卜小镇开展研学实践教育
活动。

通山县教育局负责人告诉笔者：“我县
学生在家做家务劳动，走出校园参加邻县研
学实践，使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深了
他们对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为培养祖国未
来有用人才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山县抓实学生课外劳动教育

C 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

从开始的零星几个人、到形成规模的
专业支教团队……随着成员数量的增加和
校方、社会各界的支持，支教地也不断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一届届的支教团成员
见证着这些可喜变迁，并在其间留下自己
的青春印记。

“没想到自己当年的小梦想，现在变成
了全校的大梦想。”时隔多年，星火支教团队
发起人刘金龙重回母校湖北科技学院。如
今的他，是甘肃省会宁县的一名乡村教师。

星火支教第一届夏令营的受益学生，
河海大学大四学生高佩，专程来咸宁参加
湖北科技学院星火支教团队十周年庆典暨
互联网+红色筑梦之旅启动仪式活动。他
说：“感谢星火这十年，为像我这样的农村
孩子点亮梦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支教过程中，星火支
教团队结合实际，打造了独有的“3＋支教
模式”，即“顶岗支教”＋“网络直播课程支
教”＋“乡村夏令营支教”的3大支教主题模

块，并结合实际情况灵活匹配相应的支教
项目，实现了播种梦想、灌溉梦想、呵护梦
想、连线梦想的长期支教目标。

从成立初至今，星火支教团队的足迹
遍布甘肃会宁、临洮、甘谷、咸宁通城等地，
曾获得团中央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在西
北和咸宁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和宣传报
道。

11年来，团队共有超过500名青年志

愿者，为9000余名乡村儿童提供了持续性
的支教服务，有效服务总时长超过12万小
时。团队还积极筹措资金，广泛利用社会
资源，通过自身开展义卖活动以及公益机
构等平台，累计捐款捐物约30万元。

“一两个人的力量或许改变不了什么，
但如果我们一批人持续努力地做下去，总能
让支教地发生一些变化。”令大家感动的是，
由于成员们各自的支教经历，也发动了身边
不少同龄人选择支教、关注基层农村教育。

B 把知识和理想传给孩子

2021年6月，湖北科技学院星火支教
志愿公益团队的大学生们，在甘肃省甘谷
县磐安镇四十铺小学开展公益支教活动，
他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汗水，丰富了孩子们
的校园生活。

“老师们上课教得非常认真，而且也特
别的和蔼，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的快乐
开心。”这是六年级学生石洁茹说的心里
话。在甘谷县磐安镇四十铺小学，志愿者

们认真地给同学们上课，他们灵活多样的
授课方式和精彩的课堂讲解，让孩子们在
快乐中收获了知识。

由于年龄差距不大，星火支教团成员
在服务学校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哥哥老
师”“姐姐老师”，他们一边适应当地生活环
境，一边传道授业解惑。

志愿者郭杨艾是第一次来甘谷支教，
在和同学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纯真的笑

脸和眼神中对知识的渴望，深深地感染了
她，也让她对支教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刚到时，有支教成员水土不服，有时讲
完一节课，时不时要喝茶润润嗓子。看到
一些学生普通话不太流利，大家就自学当
地语言和孩子们交流，手把手教学生写作
文、画画、练体操等，很快和学生打成一片。

学校缺哪门科目的教师，支教团成员就结
合自己专业主动“顶上”。多年来，支教团成员

先后在服务学校承担了语文、数学、英语、历
史、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支教团成
员还发挥专业所长，开设英语剧表演课、心理
健康教育、人文纪录片赏析等选修课。

“把知识和理想带进来，把梦想和力量
送出去，就是我们来这里的意义。”大家并
不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了不起，只想尽
自己所学所长，最大限度利用优势资源、发
挥团队协作能力，带动、激励孩子们成长。

A 青春在支教生涯中闪光

“星火支教”是湖北科技学院核技术与
化学生物学院余光强老师和学生刘金龙于
2011年注册成立，由共青团湖北科技学院
委员会与该校核技术与化学生物学院联合
主办，已历经10届的暑期社会实践关爱留
守儿童教育活动的团队。

“我们去支教的初心，就是为乡村的孩
子打开一扇窗，为他们种下一粒梦想的火
种。”刘金龙说，因为自己的教师梦，就是支
教老师种下的。

“小学时，村里来了一群支教老师。
是他们让我窥见了外面世界的精彩。”刘
金龙的家乡甘肃会宁地处黄土高原，是红
军会师之地，也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这里
自然条件恶劣，常年干旱。“小时候家乡交
通不便、信息闭塞，村里的孩子目光所及，
只有这脚下的一方黄土地和头顶的一片
蓝天。”

2011年—2018 年，余光强老师担任
团队指导老师，后来团队陆续不断加入

了新的指导老师，例如卢瑾老师等。该
团队利用暑期赴西北地区和咸宁通城
开展关爱山区留守儿童教育的支教活
动。

第一次到西北黄土高原支教，是一趟
艰苦的旅程。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数次
转车换乘……8位志愿者带着16个行李
箱，装满文具、书籍等捐赠物，跨越千里来
到会宁县金塘小学。当他们带着疲惫和兴
奋走到校门口时，几十个孩子早已等候在

此，抱着地瓜、土豆迎接新老师。
星火支教团队的一位女生成员重温

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小女孩，想给一
颗糖给她吃，这颗糖对这位小女孩来说
是很珍贵的，所以，小女孩轻轻的将她的
手掌掰开，将糖轻轻的放入她的掌心，再
轻轻的将她的手合拢，然后既开心而又
腼腆的望着她笑。在女生讲述这段故事
的时候，大家仿佛看见了那位小女孩天
真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