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绘声绘色的课堂里，在埋头批改作业的笔尖上，在上课声与下课铃的交替声中……8年来，咸

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英语老师余倩将青春热血洒在教学点里，将阅历和经历沉淀在课堂内。

人大代表风采人大代表风采

发展绿色蔬菜 助力乡村振兴
——记市人大代表、通山胜群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世胜

本报记者 汪俊东 周莹 通讯员 严坤

早上5时，天色还没大亮，通山胜群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里面一片繁忙，合
作社负责人陈世胜和几名工人忙碌地采摘着
新鲜的蔬菜。5时40分，满载着蔬菜的货车
缓缓驶出蔬菜基地，向着城区疾驰而去。

这是陈世胜每天的日常，一年365天中，
大概只有过年的那两三天才会稍作休息。

陈世胜是通山县胜群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咸宁市第六届人大代表和通山县第
十九届人大代表。

回乡创业 摸索前行
出生于通山县黄沙铺镇的他，刚刚成年

就背上行囊，来到南方打工。在外漂泊十多
年，品尝过各种酸甜苦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他打工的工厂

因接不到外贸订单倒闭了，是继续找工作还是回
乡发展？他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与其在外打工，
还不如回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于是，他毅然踏上了回乡的路。出身农
村的他，看到农贸市场里每天从外地运回的
一车车的蔬菜，不由产生了一个念头：通山蔬
菜不能自给，要从外地大量调货进来，如果发
展蔬菜种植，那前景岂不是很可观？

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越来越强烈，他很
快就付诸行动，先到华中农业大学学习农业
相关知识。在学习过程中，他对食用菌种植
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多次向老师请教，并打算
回家乡发展食用菌。

掌握了食用菌栽培技术，他最终选择通
羊镇井湾村废弃闲置的砖厂,作为他的产业
发展基地。为了带动周边群众发展产业，他
劝说周边十几户群众和他一起成立通山县胜
群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10年，他在产业基地周边流转耕地50
亩，建设香菇棚室10座，指导合作社成员做
好菌料选择、粉料生产、灭菌接种、培养管理、

出菇采摘、烘烤分级等环节的工作，最大限度
地降低成本，提高出菇率。刚开始发展食用
菌的两年里，他只身一人住在香菇大棚旁边
的简易房里，没在家里住过一夜。

艰辛的付出，终于获得回报。2012年他
的香菇大棚实现了当年投产当年见效。

种植蔬菜 打响品牌
食用菌栽培取得初步成功后，他并没有

止步于此，在通过培训学习和外出考察后，他
的目光看向了更远的地方。

2015年，他筹资200万元，承包了产业
基地旁边的230多亩闲置山地，建起30栋温
室大棚菜园。

为提高蔬菜品质，在众多专家教授的指导
下改良土壤，将荒废砖厂表层土全部铲除，运
来肥沃泥土覆盖表层，另外，还将食用菌料堆
沤发酵后再深施掩埋，改良土质。通过改变施
肥方式，综合利用基地的沼液，使用水肥一体
化技术，减少化肥使用，节约劳动力，减轻病虫
害，还保护了土壤和环境。改变蔬菜种植管理
技术，选择茄子、辣椒、芸豆等易于种植的品

种，引入蔬菜大棚智能温控技术，严格操作规
程，对选种、育苗、搭架、管理每一个环节都精
心把关，杜绝使用生物农药，确保基地生产的
蔬菜无农药残留，达到了无公害蔬菜标准。

由于实施精细管理、科学施肥、绿色防
控，基地的蔬菜一经上市便受到商超经营者
和广大消费者的欢迎。

除了每天向农贸市场和超市配送蔬菜
外，他还联系城区学校和单位食堂定期配送
蔬菜，开设了自营的精品蔬菜直销店，通过

“基地种植—农产品配送—承包单位食堂及
蔬菜加工”，形成蔬菜产供销产业链。打响绿
色精品蔬菜品牌，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同时，合作社还自主建设了农残检测室，
配备了专业的无公害蔬菜检测员、绿色蔬菜
检测员，每批蔬菜上市前都要进行自检。农
业农村局每半月进行随机抽查，基地出产的
蔬菜从未检出农药残留，合格率100％，让消
费者吃得明白，吃得放心。

履职尽责 共同致富
作为人大代表，他时刻牢记代表职责。

他常说：“一家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
产业发展起来了，乡村振兴的目标才能实
现。”

从创办胜群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始，他
就把带动合作社社员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作
为自己的努力目标。合作社成立几年来，不
断发展壮大，合作社员工通过土地和劳动入
股，既学到了技术，还增加了收入。他还采取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带动基地周边的贫困
户脱贫增收。

2017年，合作社带动贫困户26户，贫困
户到基地务工获取劳动收入，指导贫困户种
植蔬菜送到直销店进行销售，又可获取一部
分收入，到年底每户均增收2万多元。

为了带动蔬菜产业发展，他制定产业发
展规划并进行技术指导。在今年5月份开展
的代表小组活动中，他提出了大力发展绿色
有机农业，助力群众增收和乡村振兴的建
议。在他的指导下，通羊、大路、杨芳、南林等
乡镇新发展种植基地17个、大棚300个，种
植面积达700多亩。

如今，他作为一名新农人，正大力发展绿
色蔬菜，以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赤马港学校

送教赋能“艺”起成长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11月1日至3日，赤壁市赤马

港中心学校音体美团队分别到杨家岭、蒲纺一小、蒲纺二小三
所教联体学校进行学科送教活动。

余小倩老师执教美术课《风来了》。通过图片、视频、小实
验等方式，让学生直观感受微风、狂风、台风、龙卷风的特点。
在余老师的细心引导下，同学们一个个都奇思妙想，结合不同
风的特点，用彩笔大胆创作。

张益老师执教音乐课《蜗牛与黄鹂鸟》。张益老师先请学
生欣赏歌曲动画，吸引学生注意力，再通过按节奏念歌词、听范
唱、跟唱、歌曲处理、表演唱，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地学会歌曲。

黄丹丹老师执教体育课《立定跳远》，课堂内容遵循教学大
纲和设定的教学目标来操控实施。整堂课围绕立定跳远这一
主要内容。练习方法由简到难，利用口诀“高人、矮人、超人”帮
助学生快速掌握立定跳远方法，借助教学用具垫子，从远度、高
度中入手，让学生在练习动作中体会乐趣，达到了“玩中学，学
中玩”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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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播撒种子

2021年秋，余倩刚接手605班，学
生小聂的妈妈就发来一条消息：“老师，
我的孩子可能会在课堂上捣乱，给老师
添麻烦了！”余倩看过消息后不以为然，
但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余倩便领教了
他的厉害。

上课时，余倩总被小聂发出的奇怪
声音所打断，不仅如此，小聂还会突然夺
走同桌手里的文具，上课时也经常会离
开座位和同学聊天。尽管老师阻拦，也
仅能安静一会儿，几分钟后，小聂又故态
复萌。

和小聂相处了四年，班里的同学们
都习以为常。一次上课时，小聂将中性
笔芯当作弹弓恶搞同学，反倒弄得自己
一脸墨汁，小聂用手去擦，结果越擦越
脏。余倩轻轻帮他擦掉眼尾的墨汁，并
微笑地小声说道：“小花脸猫，快去厕所
洗一洗，老师等你回来。”

那天后，余倩惊喜地发现，小聂总能
迎着自己的目光，红着脸向她问好，余倩
发现他的进步，便打算乘胜追击。一次
英语课，余倩安排小聂在黑板上画加分
机制，小聂画了赛车和潜水艇，余倩夸他
有艺术细胞；小聂检查同学的课堂笔记
时，余倩夸他做事认真负责；小聂有条不
紊地给每个小组加减分，没出一点差错，
余倩夸他思维缜密；当小聂课堂上不再
恶搞同学时，余倩夸他是个自制力强的
男子汉……小聂的自制能力在余倩的夸
赞中变得越来越好。

2021年元旦当天，小聂送了余倩一
张自己做的贺卡，上面写着“Ms Yu，
Thanks for your loving！感谢您的疼
爱”。小聂的妈妈和余倩发了一条消息，

“孩子说，课堂上的余老师会笑。原来，
孩子的世界里，不是只有批评。”

余倩认为，将爱灌输于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每一个微小的“闪光点”，这是当
老师最大的乐趣。

用心夯实课堂

“上余老师的课太有意思了。”“每次
上英语课，总能收获一些不一样的东
西。”6日，在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的一
间教室里，余倩的学生们如是说。

Doctor张博士、陈院士、刘翻译官、
饶画家、吴作家……余倩特有的花式点
名法，在每个孩子的姓后面加一个称
呼，而这个称呼一定是学生的理想，或
是老师发掘出的个人潜质，或是老师期
望他达到的目标，孩子们很享受这样的
冠名。

余倩会利用上课前5分钟，让孩子
们进行自我展示，每周一次。当天，张博
士表演了一段精彩绝伦的绕口令；主持
人小陈铿锵有力地领读课文单词；全班

起立，王裁判看秒表，全班进入倒计时，
进行激情速读；亚洲舞王M的T台走
秀；观察家L同学的教师模仿秀……展
示结束后，孩子们要进行互夸活动，对表
演的同学进行夸赞，看看谁夸得最好。

在余倩的办公桌旁，有两个大大的
纸箱，里面放着的都是余倩的宝贝：有孩
子们制作的贺卡和悄悄话便签，余倩做
的课堂道具和加分机制，像大棒槌、变戏
法用的魔术袋、飞镖和靶子、套圈圈、植
物大战僵尸、超级玛丽、贪吃蛇等。

课堂上，每每看到余倩拿着别出心
裁的道具，孩子们就问：老师，您怎么这
么心灵手巧？老师，下节课咱们玩什
么？老师，您除了会画画还会什么……
于是，余倩跟着抖音学了手势舞、rap、
葫芦丝等。

余倩不断地创新课堂新游戏，制作
新道具，跟着流行风尚，将“在小小的花
园里挖呀挖呀挖”改编成英文歌搬上课
堂，将自然拼读法渗透到每堂课，教他们
用英语讲述中国传统故事，让英语戏剧

走上真实的课堂。孩子们也在余倩的带
动和鼓励下，学会了很多技能。

用情坚守初心

一个好的老师，不仅要会上课，更要
多角度对课堂进行研究。每次的公开
课，余倩都会留意不同的老师如何上课，
倾听不同专家型教师的评课，除了关注
教学技巧外，余倩更关注学生和授课者
隐形的教学思路。

2021年，余倩成为咸宁市胡雯君英
语工作室成员，有了更多学习的平台和
机会。在参加“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前
的一次教研会上，余倩第一次听到“国际
理解”一词，顿时就饶有兴趣，之后一段
时间，余倩和同事们围绕“国际理解教
育”，沉浸在校本课程体系的建构和开发
工作中，建立素养立意、文化主体意识为
魂的课堂素养模版。

余倩通过选拔成为市教育局的英语
学科兼职教研员，论文《双减背景下单元
整体作业设计实践与探究》获得了省级
征文一等奖，课例经常作为优质课展播，
先后获得“湖北好课堂”市级一等奖、省
级三等奖、“基础教育精品课”省、市级一
等奖等。

余倩说，小学英语课堂应该培养具
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与思维品质和跨
文化交流能力的学生，帮助学生以开放
的心态和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拥抱未
来。

余倩每周会在英语课上，让孩子们
了解中国和世界最新的时势变化，将信
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进行融合，用四大名
著传递传承文明经典，教孩子们用英语
介绍荷兰的郁金香、筑梦“一带一路”、成
都的大熊猫、咸宁的桂花等，让孩子们用
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付出爱的过程是甜蜜的，付出爱的
道路是艰辛的。但当看到学生们奋起直
追，成绩进步时；当听到学生们骄傲地谈
起“我的英语老师……”时，一种感动和
自豪就会在余倩心底油然而生。

春风化雨润壮苗
——访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老师余倩

本报记者 朱亚平

如何激发孩子的内驱力
本报记者 王恬

孩子的学习无疑是家长最关心，也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家长说：该教的我也教了，该补的课也都
补了，怎么这学习就是不见好呢？其实，对于失去学习动力和
目标的孩子，报再多的补习班也未必会见效。

内驱力，不仅能让孩子如虎添翼，也能让他们逆风翻盘。
市心理咨询师张小可认为，家长最应该去做的，是激发孩子的
内在学习动力，让孩子从“要我学”变为“我要学”。

那么，如何才能激发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呢？
张小可建议，首先要采取正面语言，即让孩子有无条件接

纳的归属感。父母需要放低姿态，与孩子站在平等的位置上看
待事情发生的结果，而不是利用父母的权威来指责孩子。比如
孩子成绩不够理想，要看见孩子的情绪，让他感觉到自己是被
父母接纳和包容的，不会因为分数而改变对孩子的爱。

其次，要选择性提问，小步放权，逐步让孩子自主学习。父
母要相信孩子有自主决策的能力，避免在生活中对孩子进行过
多的管控。然后在孩子写作业时可以问孩子，“你是先做语文
作业还是数学作业。”让孩子自己决定做作业的先后顺序。

然后，要启发式提问，充分放权，让孩子享受自主做决定的
成就感。父母要学会聆听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
自己决定可以做什么，事后就会有更多的责任，更愿意去付
出。在交谈时，父母可以鼓励孩子表达情绪、表达想法。

最后，要采取激励式的方法，让小目标产生成就感。孩子
之所以喜欢玩游戏，就是因为游戏是一种闯关的形式，而且每
通过一关都会拿到相应的奖励，让孩子产生了美好的体验。所
以在让孩子学习时，也可以把目标推进成几颗星的目标。在完
成小目标时，确认自己有能力完成，获得成就感。

温泉中学

家长讲堂为孩子护航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赵慧报道：11月5日，“家校携

手，共筑中考梦想”的专题讲座在市温泉中学举行。
活动中，全国中小学外语教育名师、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

咸宁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徐旭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育儿经
验，向在座的家长们分享了她在教育过程中的体会和思考。在
讲座中，徐老师详细阐述了沟通陪伴、耐心坚持的重要性。

同时，徐旭霓强调了家庭教育的前瞻性和持续性。家长们需
要考虑到孩子的长远发展，注重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而非仅仅
关注眼前的成绩。此外，她还建议家长们要努力为孩子营造良好
的家庭氛围，同时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
的成长具有深远的影响。

此次家长课堂活动，不仅加强了家校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也为学校提供了一个展示自身教育理念的平台。通过与家长
的交流和沟通，学校可以更好地指导家长和学生共同成长，为
学生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参会老师们表示，将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务实的作风迎接即将到来的
中考。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
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高职
院校要持续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
习、研究和阐释，将其思想精髓自觉贯彻
落实到教学与科研工作各方面和全过
程，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才，为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一、牢牢把握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发
展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
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
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大学之大，在
于精神之高、文化之强。高职院校是第
一生产力、第一资源、第一动力的重要结
合点，必须清晰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中

“三个事关”“九个坚持”“两个结合”“第

二个结合”“七个着力”的丰富内涵和外
延要求，担负好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发展
的时代使命。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一
批又一批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
人，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要
强化学术研究，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要
推动国际合作，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
事体系，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二、牢牢把握建设文化强国和教育
强国的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
度重视教育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交流与
互鉴方面的重要作用，鲜明提出“让教育
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的重要论断，阐
明了建设文化强国和建设教育强国之间
的辩证关系。实践证明，文化强国的构
建需要教育的基础保障，教育强国的实

现则需要文化的理念引导。教育既是文
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又肩负着建设
文化强国的重任，而文化强国则对教育
提出了回归文化本质的要求。高职院校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同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
述相结合，着力在创造性践行党的教育
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过程中，将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构建起有效推进文化
教育的体制机制、工作合力和环境氛围，
助力文化强国和教育强国协同并进。

三、牢牢把握高职院校文化育人的
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
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高职院校
作为文化精神传承和发展的重要阵地，
更应充分认识推进文化自信的重大意

义，时不我待融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
设的伟大进程之中。要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文化思想的过程中，构建起根植时代
沃土的文化育人体系，努力成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中坚力量。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进一步
讲好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要普遍开设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核心课程，广泛开展以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第二课堂活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要大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的守正创新，加强对自身文化建设
的集成创新，以特色鲜明、辨识度高的先
进文化成果和高质量、可视化的文化产
品浸润师生，不断增强师生的文化自信
自强。(作者单位：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在以文化人、以文育才中作出更大贡献
○ 杨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