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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70多场活动，“优秀小记者”施政泰讲述自己的成长之路——

我与《平潭时报》的“七年之养”
□ 融媒体记者

冯荣/文 陈澜清/摄

盛夏八月，平潭时报

小记者施政泰收到了平潭

一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

面对这份来自梦想学府抛

出的橄榄枝，他十分激动，

“成长路上，《平潭时报》给

了我很多机会和舞台，让

我不断成长，不断进步。”

本周，就让我们走近

“优秀小记者”施政泰，聆听

他与《平潭时报》的故事，了

解这位青葱少年的成长与

梦想。

7年剪报 记录少年成长

从 2015年 9月加入小记者站
到 2015年 10月全家一起参与义
卖活动，从 2016年成为小记者之
星到 2016 年 5 月 31 日小记者站
LOGO设计大赛作品征集，从 2017
年第一次跑“两会”到 2018年 2月
拍 了 一 张 特 别 的“ 我 的 全 家
福”……妈妈林云霞精心制作的
一张张剪报，清晰地记录着儿子
施政泰与《平潭时报》这 7年间发
生的故事。

与《平潭时报》的故事，要从加

入小记者站说起。2015年9月，刚
上小学三年级的施政泰在妈妈的
推荐下，加入了平潭时报小记者
站，从此开始了人生的蜕变之路。

“之前的生活两点一线，发生的事
情也多数都在家里或学校。自从
加入小记者站后，在每周的小记者
活动中，我看到了另一个精彩的世
界。”施政泰说。

除了生活越来越精彩外，施政
泰也因小记者活动变得更加自信，
并在全国、省市和区级比赛频频获

奖，成为更好的自己。施政泰坦
言，没加入小记者站前，害怕当众
发言，性格比较内向。加入小记者
站后，能感觉到自己变得自信大
方，敢站在人群中侃侃而谈，“这 7
年我还收获了纯真的友谊，增长了
不少见识，在我的成长路上留下了
珍贵的足迹。”

7年来，举办的70多场小记者
活动成为他成长路上最美好的回
忆。最令施政泰记忆深刻的，是
2015年国庆节平潭时报小记者团

组织的义卖活动。那次义卖活动，
施政泰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现
场其乐融融，他不仅是第一个完成
义卖的小记者，还是全场筹款数目
最高的一位。

“爸爸妈妈平时因为工作聚少
离多，那次亲子义卖活动机会很难
得，既增进了亲子关系，又给我们
一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施政泰
表示，通过活动，他感受到了助人
为乐的快乐，也渐渐养成了助人为
乐的好习惯。

转眼已过7年，越来越自信的
施政泰让更多身边人看到他身上
的闪光点。

这些年，施政泰收获了许多荣
誉：实验区第三届中小学“诚信小公
民”、实验区2019年度“新时代好少
年”、连续四年被评为平潭时报“优
秀小记者”……他还有一个想为山
区小朋友建一所图书馆的愿望，并
一直为之努力，带动全校师生参与
书籍募捐，累计捐书3000多本。

看着孩子一路成长，林云霞十
分感慨，“特别感谢《平潭时报》，让
孩子们有一个可以展示自我的平
台，不断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

今年暑假，当施政泰收到平潭
一中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后，第一时
间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喜悦。“很

感谢《平潭时报》提供的广阔平台，
让我有了许多历练的机会，成为更
好的自己。”施政泰说，初中的时
候，有过一段迷茫期，在妈妈和平
潭时报小记者站多年的陪伴下，他
不再害怕挫折，选择勇敢面对。

此外，施政泰也分享了自己的
入站经验：要学会观察，多多记
录。“未来，希望有更多学弟学妹能
加入到平潭时报小记者站，记录一
个不一样的多彩童年。”施政泰说。

对于即将开启的高中生活，施
政泰充满了期待，“做最好的自己”
是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施政泰说，
进入高中后，他要加强自我管理、
自我规划、自我激励，用理想照亮
高中，用奋斗书写青春，用智慧成
就未来。

脚踏实地 圆梦心仪学府

施政泰曾获评实验区2019年度“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冯荣/文
陈澜清/摄）17日上午，平潭比干文
化研究会、平潭林氏宗亲联谊会教
育基金会（以下简称“教育基金
会”）举办2022年度奖助学大会。

活动现场，178名学子和 43名
助困学子分批拿到了奖（助）学金
和荣誉证书，录取哈尔滨工业大学
的林程阳正是其中一位。“这份奖
学金不仅是对我们十余载学习生
活的肯定，也是对我们未来学习的
支持与鼓励。今后我会更加努力
学习，取得更高的成就。”林程阳激
动地说。

今年的助学活动中，林氏教育
基金会的 11位企业家结对帮扶困
难学子 23名，每人每学年 6000元；
平潭林氏宗亲联谊会帮扶困难学子
17名，每人 3000元；福州十邑林氏
联谊会帮扶困难学子 3 名，每人
2000元。“自2014年成立以来，通过
基金会的形式开展助学活动，共向
（本科批）学子、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1400多人发放奖学金，帮扶困
难学子 360人，资助金达 500余万

元。受助学子自强不息、励志成才，
将关爱化作发奋学习、建设家乡的
强大动力。”平潭比干文化研究会会
长林仁生说，在暑假，通过林氏教育
基金资助过的大学生也积极参加协
助助学活动，制作表格，打印统计数
据，帮忙布置大会现场等，这是一种
大爱的精神传承。

“培养学生求学，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我们不求回报，他们通
过努力学习圆大学梦，助他们成才
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做企业的责任
与胸怀。”平潭林氏宗亲联谊会副会
长、企业家林小平说，他与其他林氏
企业家一样，坚持助学十几年，一对
一帮扶给予资助学生每学年 6000
元，助寒门学子的圆大学梦。

今年毕业于福州大学的林凯
倩就是受助者之一。“今年我毕业
了，很感谢林小平伯伯这几年来对
我的帮助。我会常怀感恩之心，努
力充实自己、锻炼自己，力争做一
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林凯
倩说。

据了解，今年林氏教育基金会

奖助学大会，为 600分以下本科批
学子每人发放 1000元奖学金，600
分以上本科批学子每人发放 2000
元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学子每人发
放2000元奖学金，博士研究生学子
发放3000元奖学金。其中，今年毕
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希

建和北京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林春
平各发放5000元奖学金。

“感谢多年来支持林氏教育基
金助学的企业家们，使每年的奖助
学活动得以顺利开展，让越来越多
优秀的学子努力学习，刻苦钻研，
积极向上。”林仁生说。

平潭林氏教育基金会举办2022年度奖助学大会

221名学子拿到奖（助）学金

奖助学大会现场

□刘华蓉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
决定给孩子买什么书、让孩子看
什么书的关键人物，是孩子读书
的第一把关人。就当好第一把关
人，建议家长多注重以下几点：

一是多进行亲子共读。家长
在买书之前，有个选择判断过程，
但这个选择判断对不对，还得经受

“读”的检验。给孩子的书不仅要
鼓励孩子读，大人也应该读一读。
亲子共读不仅有助于促进亲子关
系，也能让家长了解书里到底在讲
什么，及时发现不适合孩子的内
容。工作繁忙的家长，虽然不一定
每本书都和孩子共读，但在买来新
书后至少要大致浏览一下。

二是鼓励孩子发现问题、提
出质疑。在读书的过程中，能提
出问题甚至对书中内容提出质疑
的孩子，应得到赞扬和鼓励。提
出问题甚至发现错误，正说明孩
子在思考和成长。“尽信书则不如
无书”，看书是为了了解世界、学
习知识、启发思维，但是不要迷信
书。敢于对书中内容提出不同意

见，说明孩子的判断力、鉴别力、
自我把关能力在提高，家长要善
于把孩子发展成帮助自己当好第
一把关人的“小助手”。

三是多发展“共同把关人”，可
以家校协同、家长互助。不少学校
都给学生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家长
委员会要注重和学校沟通，反馈家
长发现的问题，帮助学校及时从阅
读推荐书目中剔除不合适的书。
家长相互之间多分享好书、交流帮
助孩子读书的方法，也是能切实帮
助到更多家长的好办法。

当好孩子读书的把关人，是保
护孩子的应有之义。随着孩子一天
天长大，读的书也越来越多，既要把
住书籍的思想关、趣味关，还得把住
语言文字关、插图关、审美关等，这
对家长的挑战确实太大了一些。作
为家长，我们更希望出版机构能真
正尊重孩子，守住底线，把好书籍出
版第一关；希望老师在给学生推荐
书目之前自己先读，然后学科教研
组集体讨论，把好书籍推荐专业关；
希望有关部门对儿童读物的审核更
科学、程序更严格、措施更到位，把
好书籍出版监管关。

来源：中国教育报

当好孩子读书第一把关人

和同学们开心合照的施政泰(左一)考上平潭一中。

教育，是开启每个人生命的钥匙，教育，是找到一个人的“生命方式”。2015年，平
潭时报教育周刊《芳草地》与大家见面，创刊的理念是：孩子的学伴，老师的顾问，家长
的参谋。

自《平潭时报》教育周刊推出以来，开设了小记者栏目，周周有活动，活动不重
样，全区十余所学校都设立了平潭时报小记者站。教育新闻、公益助力、校园风采、
家庭教育……这些精彩的瞬间，小记者们都曾参与见证，也记录着孩子的成长故事，
这些小记者们，第一批小记者已经步入大学的门槛，他们在求学的路上，写着海岛少
年的精气神……

七年来，平潭时报小记者参与平潭文明城市建设，《情暖端午，爱在岚岛》《小记者
再探法庭 变身普法小行家》《家风家训进校园 传统美德在身边》等活动；每年实验区

“两会”期间，小记者现场采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了解平潭发展建设步伐，为家乡建
设发展建言献策……

今日教育周刊开栏《小记者与平潭时报的故事》，栏目面向全区时报小记者，讲述
他们与平潭时报的成长故事，为小记者们开启一扇成长之门，引领孩子采撷智慧之果，
长成参天大树。

投稿邮箱：pttimesxiaojizhe@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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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施政泰（左三）在“两会”现场采访（资料图）

施政泰（右一）获评“优秀小记者”（资料图）

《平潭时报》教育周刊记录了小记者的成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