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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同追健康梦 共创和谐村
——记江浦路街道陈二居民学习示范点

长白二村小学分校以“彩虹志愿
者行动”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引导教师、学生

和家长共同参与彩虹教师评选、彩虹
心灵驿站、彩虹社团、彩虹悦读坊等活
动。

彩虹教师评选。为加强师德建
设，促进教师的个性发展和专业化
发展，2012 年，长白二村小学分校召
开“促进教师发展、实现三年规划”
特色教师申报会，开展特色教师评
选。此后，又推出“彩虹教师”评选，
得到广大教师的积极参与，活动即
推动了学校工作，又为教师成长提
供了平台。

心灵驿站。作为党员“双结对”
活动的拓展，心灵驿站每周一下午，
由党员轮流带领随班就读的学生开
展各类活动，如折纸、麦秆画等。每
周五下午，通过“一对一”咨询、互助
式活动，帮助学生提高自我认知能
力，培养其良好的学习、生活及行为
习惯。此外，心灵驿站还通过团体辅
导等活动，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
提升家庭教育水平，引导家长以积极
的心态面对孩子的各类成长问题，配
合和协助学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形
成教育的合力。

多彩文化。长白二村小学分校
通过校徽、校旗征集，创作校园文明、

家庭文明、双创文明歌，制作校风、教
风、学风宣传牌，开展“我爱彩虹校
园”系列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活动中涌现出一批爱心小天使、学习
小能人、才艺小达人、节能小当家等，
多彩文化活动培育了具有学校特色
的文化品牌，有效地提升了学校的软
实力。

彩虹社团。学校为教师打造了温
馨有益的社团活动，成立羽毛球社团、
太极拳社团和烹饪社团，满足不同年
龄段教师的需求。其中，“巧手做西
点”活动最受青年教师的欢迎，大家通
过学做西点，分享美食，来释放工作中
的压力。

彩虹悦读坊。彩虹悦读坊以“品
味书香，走近名人，学做人师”为主题，
开展各类读书活动。学校提出“五个
一”的活动要求，即读一本经典书籍、
写一篇读书体会、办一次读书论坛、留
一本读书札记、推荐一本好书。通过
小组学习，集体推荐的形式，先后开展

“阅读，让教师生涯美丽如歌”、“品味
经典”读书沙龙活动。通过读书，教师

们提升了自身的文化修养，树立了更
好的为学生服务的意识。

志愿服务。近年来，学校重视外
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开
展“彩虹志愿者行动”。通过课程辅
导、社会实践、爱心结对、平安护校等
形式，开展一系列深受随迁子女欢迎
的活动，彩虹志愿者服务队还获得“杨
浦区优秀志愿者集体”称号。

彩虹人文讲坛。《一个教育先行者
的足迹》、《改变，从现在开始》师德微
讲座引发了教师们对新时期师德建设
的思考；图书馆乐老师的《“加减乘除”
恋上图书室》，为大家分享了“新陋室
铭”故事；数学李老师的《新民歌》，则
抒发了对民歌的挚爱……讲坛为教师
搭建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通过聆听
彼此的教育故事，从而强化了教师的
责任感与使命感。

长二分校：牵手彩虹共创和谐

江浦路街道陈二居民学习点以
“同追健康梦，和谐乐万家”为理念，
服务社区，推进居民自治工作，围绕

“五个强化”开展各项工作：
一是强化党员在团队中的先锋

模范作用。学习点的核心志愿者都
是共产党员，他们无私奉献，积极组
织好多个团队的运行。

二是强化载体建设。按学习理
论型、服务管理型和文艺体育型三大
类，对学习点的 22 支团队进行分类
指导，制定目标，提高团队的“自我学
习、自我管理、自我运转”能力。

三是强化“健康是最宝贵的财
富”的理念。学习健康知识，树立健
康心态，明确健康饮食、健康运动、健
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

四是强化团队自我管理方式创
新。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
举办特色健康讲座、医疗服务等。先
后邀请华氏大药房、新华医院、江浦
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专家，开

展健康养生讲座。此外，还组织社区
居民参观光明乳业崇明奶牛基地、信
谊药厂等，树立健康理念，提高健康
意识。

五是强化对社区服务活动的指
导。枫叶园丁小组举办的“邻里一家
亲”活动，为独居老人送温暖；舞蹈队
吸纳患忧郁症的姐妹，让她们融入集
体；心理驿站则为患有心理疾病的老
人解除心理痛苦……陈二社区已逐
渐成为温暖的家园。

近年来，学习点自治项目实施成
效显著，在社区形成了“人人讲健康，
个个爱健康”的氛围，居民健康素质
不断提高，优秀志愿者队伍逐渐成
长，涌现了一批批动人的事迹，为创
建健康城区作出了积极贡献。

杨浦警方捣毁多处百家乐赌博窝点

■记者 周琳 文/摄

本报讯 5月29日，由区卫计委和
五角场街道主办，杨浦家庭计划指导
服务中心和五角场街道家庭计划服
务中心承办的“爱杨浦，爱家人”2015
年国际儿童节暨计生协会5·29会员
活动日宣传服务主题活动，在五角场
环岛下沉式广场举行。

为推进杨浦区创建国家幸福家
庭活动试点区工作，五角场街道创设
了家庭计划服务中心，面向“全生命
全过程”不同阶段，开展以儿童家庭
为主的服务项目，为儿童家庭提供专
业高质量的社区教育服务，从新婚期
的观念建立，到胎教期的身心健康引
导，再到婴幼儿期的早期发展教育，
直至少年儿童期的创新体验课程，最

后到父母课堂、祖辈教养的全方位指
导服务；以“生命教育”和“社会教育”
为内容载体，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几千户家庭提供了医教结
合、专业优质的咨询指导服务。

当天，参加活动的小朋友欣赏了
“幸福泡泡秀”、“幸福儿童剧”、“魔术
小丑系列表演”等节目，并与家长一
起参与互动亲子活动。

五角场：关爱儿童健康成长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日前，杨浦警方针对网
络“百家乐”赌博实施集中打击，经过
周密部署，先后捣毁 8 处赌博窝点，
抓获涉案人员 50 余名，当场收缴赌
资16万元，涉案金额达2600余万元。

4月初，杨浦警方接到举报：本区
多个棋牌室内有人进行网络“百家
乐”赌博，参赌人员较多。接报后，区
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立即对相关线索
开展核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访，办案民警
在数个老旧居民小区棋牌室内发现

了端倪：一些表面上正常经营的棋牌
室，经营人员却在房间内另辟隔间，
配置计算机、网线，并有专人操盘，供
他人进行投注赌博。

通过对相关情况逐一梳理，警方
在全面掌握多个赌博窝点的活动时
间、参与人员等线索后，决定开展集
中收网行动。

4月17日至21日，区公安分局治
安支队会同各相关派出所，分别对位
于嫩江路、平凉路、霍山路等 3 处网
络“百家乐”赌博窝点实施集中打击，
共抓获参赌人员 30 余名，涉案金额
1400余万元。

5 月 5 日，治安支队又对控江二
村、惠民路590号、营口路789弄等3
处网络“百家乐”赌博窝点进行突击
检查，共抓获涉案人员19名，涉案金
额1200余万元。

当前，网络“百家乐”赌博在一些
老旧居民小区内悄然兴起。不法人员
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打着经营棋牌
室的幌子，以“操作快”、“刺激大”等为
饵，诱使小区居民参与网络赌博。杨
浦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大对类似赌博违
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呼吁广大市民
认清赌博危害，拒绝沉迷赌博，并自觉
参与对网络赌博的社会监督。

（上接第1版）敢抓敢改、层层落实，
并树立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

谢坚钢要求，要把开展好“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拿起严的
精神、实的作风，大力发扬讲认真的精
神，贯穿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
律，以严促深入，以严出实效，坚决把
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到位。要
坚持问题导向，抓好整改落实，把问题
意识、问题导向贯穿于专题教育的全
过程，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用解决问题的成果让群

众满意，并紧紧盯住思想落后、工作开
展中“不严不实”的问题和具体表现，
逐项分析、逐一解决。要坚持领导带
头，做到以上率下，领导干部要做好示
范表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
级干，做到“五个带头”，即，带头学习，
带头讲好党课，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抓好整改落
实。要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把开展专题教育与做好当前的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与完
成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以专题教育为实际工作注入强
大的精神动力，以实际工作发展验证
专题教育的成效。 ■记者 郑潇萌

体现到行动上落实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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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物

把音符化作小溪滋润孩子的心田
劳模教师赵学禹在民乐教育领域辛勤耕耘，帮助学生实现音乐梦想

从“门外汉”到学会八种乐器
2001年10月，学校根据学生的需

要，请原本教语文的赵学禹带一支由
六名琵琶小乐手组成的民乐小组，就
是这个决定让她的职业生涯从此改变
了。“你会演奏什么乐器？”面对学生的
提问，赵学禹只得摇头，她是民乐的

“门外汉”。
第一次被学生问得说不出话来，

赵学禹暗暗下定决心，这种事情不能
再次发生。于是她为自己制定了学习
计划，天天看书恶补音乐知识，还观摩
了许多民族音乐会。通过阅读、赏析，
弥补自己这方面的缺失，使自己真正
成为一名指导教师。原先学校计划一
学期解散的琵琶小组，后来竟然发展
成了如今四十人左右的中型乐队。

“赵学禹再次组建了民乐队”，这
个消息不胫而走，杨浦区少年宫负责

民乐工作的曹建辉获悉后，主动来到
杨浦小学分校进行指导。赵学禹告诉
记者，虽然她懂一些乐理知识，能看乐
谱，但是并不懂民乐。“当曹建辉得知
我是个新手时，没有面露难色，而是热
情地帮助我。有了这个坚强后盾，我
就更加信心百倍地投入民乐工作。”不
久后，曹建辉组建了杨浦区民乐研究
室，让大家定期进行探讨研究民乐教
学的方法与实践活动。一年的学习与
实践后，赵学禹在民乐演奏和知识方
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经过不懈努力，赵
学禹还学会了八种乐器的演奏。

但是“零起步”的赵学禹觉得这
样 还 不 够 ，民 乐 功 夫 不 到 家 怎 么

“hold 得住”学生。她报名参加了民
乐研修班，聆听了著名指挥家夏飞云
教授的教学课程，掌握了正确的指挥
图谱。在给学生乐队排练时，赵学禹
把所学运用到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学生们也能看着赵老师的手势
进行演奏了。就这样四处求学、刻苦
钻研，赵学禹从语文教师成功转型为
民乐导师。

让民乐走进每个孩子的心
杨浦小学分校百分之七十左右

的学生都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他
们跟随父母来到这个城市，心里有期
盼也有彷徨。怎样让民乐走进每个
孩子的心灵？赵学禹不断地思索
着。为了充分挖掘每一个孩子音乐
潜能，她开始尝试在一年级中普及中
阮（一种乐器）学习，这个课程实行很
艰难，因为每天的中阮教学在学生放
学后才开始。

她有个学生叫小雪，“在民乐学习
上，这个孩子很有天赋，每次训练时，
她的表现都近乎完美，”赵学禹回忆
道。可是当民乐辅导班报名时，名单
里却没有小雪的名字，赵老师心生疑
惑，“这么好的学生为什么不学了？”

经过一番了解，赵学禹得知小雪
家人得了重病，医疗费高昂，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家里已没有经济能力让小
雪再去学习中阮了。

“虽然小雪不能参加少年宫的辅
导班，但我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教她。”
赵学禹觉得，不能辜负学生的好学
心。在她看来，民族乐器的学习需要

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要求学习者不
断努力训练，还要坚持不懈的意志品
质的支撑。好在小雪聪明又肯勤学苦
练，她的进步很快，这让辛勤付出的赵
学禹欣慰不已，也给了她把民乐教育
进行到底的动力。

“虽然现在学校已经在民乐教
育方面做出了‘品牌’，但我们还在
研究探索更好的教学模式，努力让
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民乐，并且学
会民族乐器”，谈到未来的教学计
划，赵学禹兴致盎然，“老师并非全能，

总有不会的东西，但是通过努力摸索，
最终都能获得成功。”“言传不如身
教”，赵学禹正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感染着每一位学生，她让每一个孩子
在舞台上历练、成长，也让他们学会分
享和收获。

■记者 张维维 文/摄

5 月 28 日，天空下起了毛毛细
雨，杨浦小学分校的音乐教师赵学
禹早早就来到了教室，这天她要和
同学们一起排练，他们将在学校

“六一”儿童节的活动上表演。
在民乐教育领域耕耘了十多

年的赵学禹，先后获得了上海市级
荣誉金、银、铜奖16项，区级团体奖
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4
项，最近被评为2010－2014年度上
海市劳动模范。很难想象，这么多
荣誉的背后赵学禹付出了多少心
血，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致力于民
乐教育的她，起初是个语文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