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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曦

2月26日，“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同升国旗，同唱国歌’”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青山小学2023-2024学年春季开学第
一课暨升国旗仪式举行。活动中，进行了
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以及军体拳展示。

开学之际，自治区团委、少工委引导
全区各中小学积极开展开学第一课暨升
国旗仪式，旨在教育引导全区少先队员听
党话、跟党走，厚植家国情怀、涵养进取品
格、激发挺膺担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开学在即，不少学生出现情绪不稳定、紧
张焦虑、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延等表现，面
对这样的“开学综合症”，家长、学生应该如何
应对？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儿少心理医学中
心心理咨询师梁晔给出如下建议：

第一，家长需要接纳并理解孩子这种情
绪，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感受和表达。当
孩子感到焦虑时，家长应该主动倾听孩子的
内心声音，了解他们的困扰和担忧，并给予积
极的反馈和建议，帮助孩子理清思路，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

第二，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心理支持，增
强孩子自信心，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
难，都有家人陪伴在身边。鼓励孩子积极参
加课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等。

第三，家长要引导孩子做好学习规划，减
轻压力，在开学前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方向，
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焦虑情绪。同时，家长也
可以与孩子一起探讨应对压力的方法，如运
动、冥想等，帮助孩子更好地应对压力。

第四，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孩子
的不良反应如果持续恶化，家长应及时寻求
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此外，除了与孩子
沟通外，家长要与其他的家庭成员共同面对
孩子的焦虑情绪，建立家庭支持系统，家庭成
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也可以让孩子感受到更
多的关爱和关注。

（本报记者 赵曦 王坤 整理）

《开学“焦虑”怎么办？》

●心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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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来自不同学校优秀的
同学们一起学习，不仅结交了
许多新朋友，也在他们身上吸
取了宝贵的学习经验。”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
方法。”

……
面对赤峰市教育局、教科

研中心工作人员的提问，同学
们争抢着发表参加冬令营的感受，一个个发自肺
腑的感言无一不体现着孩子们对冬令营的认可
和喜爱。

2月 18日至 22日，为适应赤峰市普通高中
阶段学生发展需求，赤峰市教育局、教育科学研
究中心在赤峰二中举办全市中学生强基工程首
期冬令营，设置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 4个学
科高一和高二年级8个强基班，吸引288名学生
营员和88名教师营员参加培训。

5天的培训，精彩纷呈。李上官老师的三角
函数和不等式专题，让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新

知识被逐一破解；接庆男老师主讲的化学实验让
整个实验部分形成了完整体系；赵国义老师的几
何画板，让抽象的数学变得直观而生动……

“课程进度每天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赤峰
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第一中学的学生吕坤鹏说，
沉浸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让他感到紧张又快乐。

此次冬令营，也给教师提供了一个专业提升
和教学改进的机会。“强基课程让我对高中教学
中一些疑难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教师精彩的
授课更是让我增强了动力。”赤峰市敖汉旗新惠
中学教师梁双表示。

为满足学生学科素养
个性化发展需要，加强学科
特殊禀赋学生培养工作，自
2020年开始，赤峰市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强基计划”夏
令营、冬令营活动，采用“校
内集中+线上教学+校外集
训”方式授课，并组织训练
营学员参加自治区和国家

级奥林匹克竞赛，实现以赛促训、赛训一体。
截至目前，赤峰市“强基计划”已经成功举办

4期夏令营、1期冬令营，共培养培训 1618名学
生、348名学科教师。

“2023年，我们启动中学生‘强基计划’基地
校创建工程，目前，赤峰二中和红旗中学已建成
数学物理方向‘强基计划’基地校。到 2025年，
赤峰市将建成高中‘强基计划’学科培养基地10
个，市级初中优秀‘强基计划’学科培养基地 15
个，市级小学优秀‘强基计划’学科兴趣培养基地
60个。”赤峰市教育局副局长于福奎说。

强基冬令营让孩子快乐学习
□本报记者 王塔娜

●不燃怎young

本报 2月 29日讯 （记者 马芳）“交友
联谊会让我们拓宽了视野，扩大了‘朋友
圈’，也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非常
有意义。”日前，来自呼和浩特市机关、企事
业单位及社会各界的 300 余名单身青年职
工共赴一场浪漫之约。

当日，由呼和浩特市总工会主办的第二
届青年职工交友联谊会在呼和浩特市大黑
河军事文化乐园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欢声笑语不断。青年男女职工积极参加各
项活动，在破冰游戏、主题游戏、浪漫文艺演
出、企鹅巡游、冰雪娱乐项目、暖心奶茶等内
容丰富的互动环节中，从陌生到熟悉，让青
年职工们在收获友谊的同时，也赢得了获取
幸福的机会。此次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工会
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丰富单身青年
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拓宽沟通渠道，满足
交流需求。

呼和浩特市总工会将不断创新服务形
式，提升服务水平，常态化开展单身青年联
谊交友活动，为广大青年职工搭建真实高
效、喜闻乐见的交友平台，加强对青年职工
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和引导，当好职工贴
心“娘家人”，持续提升青年职工的归属感、
获得感、幸福感。

300余名单身青年
职工共赴浪漫之约

●何以青春

●速览

记者手记

志愿服务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标志,是广大志愿者
奉献爱心的重要渠
道。在“十四冬”的
志愿服务中，年轻人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志愿服务精神，展现
了新时代中国青年
的责任担当。

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这些志愿
者将继续发扬志愿
服务精神，为志愿
服务事业贡献青春
的力量，这是新时
代雷锋精神的延续
与发扬。

一场场精彩赛事，令人激情澎湃；一幕幕志愿场景，让人倍感温馨。
“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我们内蒙古共派出2000名志愿者参与赛事服务，他们用汗水践行了‘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内蒙古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杨国旗说。

2月 27日，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在内蒙
古闭幕。“十四冬”精彩绝伦的比赛背后，到处
都是志愿者无私奉献的身影。志愿者服务热
情，青春洋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雪团”。

“一场大型赛事活动，对于任务分工具有
明确的要求。”“十四冬”执委会志愿者服务工
作部总联络员粱宵说，为了确保每一个部门
都能够得到用人保障，每一个岗位都能匹配
到最合适的志愿者人选，

前期我们与用人部门多次对接，实现定
人定岗定责。

竞赛服务、颁奖服务、竞赛场地服务、功
能区接待服务、医疗卫生服务、综合保障服务
等多个岗位处处可见志愿者的身影。覆盖面
全、服务种类多、工作细节繁杂是“小雪团”需
要锻炼成长的课题。一直参与志愿者招募
筹备工作的郭航宇深有感触。他说：“我亲
眼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与收获，为了把志愿
服务做得更细致、更贴心，志愿者们也在不断
努力。”

张善宁在本次赛事中的工作岗位是短道
速滑馆场地制冰志愿者，每天的工作是辅助

制冰师上场浇冰。听起来辅助工作简单轻
松，但其实要求很高。每一场次比赛结束后
只有15分钟，期间要打开锁扣和防撞垫让制
冰师冰车进场浇冰，然后打扫冰车下场后留
下的雪水，最后再合上防撞垫和锁扣。

“在制冰师的指导下，每一个步骤都有小
技巧，可以快速地完成。从最开始的手忙脚
乱，到现在的得心应手，我真的成长了。”张善
宁说。

“这个经历，不仅让我增强了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实践能力，也提升了沟通与组织能力，

受益匪浅。”扎兰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孙桐说，“我从中加深了对医疗工作者使命
与担当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医疗事业奉献
终生的决心。”

孙桐是医疗卫生志愿者工作组的组长，
他们工作组的任务是配合医生确保所有运动
员的健康与安全，为他们提供及时、专业的医
疗服务。

杨国旗介绍，此次 2000名志愿者中，35
岁以下的青年占 99%，“小雪团”累计服务时
长近60万小时。

在服务中彰显担当

“向前冲！‘小雪团’在行动！忙碌在地平
线……”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院陶瑞表示，每
每唱起志愿者自己的歌曲，大家就心潮澎湃，
干劲儿十足。

在“十四冬”的志愿者中，不少来自各地
高校的学生，他们希望通过志愿服务，传递出
青春力量和志愿服务精神，让更多人感受到
中国青年的担当和力量。

在志愿服务中，志愿者们不仅要面对繁重

的工作，还要面对严寒的天气等。但是，他们并
没有退缩，反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细致
的服务，为“十四冬”增添了更多的温暖和色彩。

在“十四冬”颁奖仪式上，身着玫红色盛
装、手端颁奖托盘的颁奖志愿者姑娘们成为
了一道风景线。她们朝气蓬勃、端庄优雅，举
手投足间透露着自信，而这背后则是夜以继
日的努力和付出。

李俊瑶是呼伦贝尔学院大一学生，对于

年仅18岁的她而言，成为“十四冬”颁奖志愿
者是非常珍贵的一段人生经历。

“为了展现出最好的一面，我们在培训过
程中要下足功夫练习。每天要进行多次15分
钟到20分钟的托盘负重练习，需要克服手酸、
腿酸、面部肌肉僵硬等不适。过程是辛苦的，
但是值得！”李俊瑶说。

在“十四冬”的颁奖仪式上，李俊瑶和小伙
伴们端稳颁奖托盘，向颁奖嘉宾运送奖牌和吉

祥物。那一刻，她们既紧张又兴奋：“能为这么
大的赛事贡献一份自己力量，我感到十分荣
幸，今后我要将志愿者精神一直传递下去。”

志愿者的精神也感染了运动员和观众
们，大家表示，“十四冬”的成功举办，离不开

“小雪团”的热忱服务与悉心守护，看到志愿
者们辛勤工作的身影，让人们更加感受到了
中国青年的担当和力量。

（图片由内蒙古青年志愿者协会提供）

用奉献展示青年力量

□崔思朋（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
见牛羊。”我出生于黑龙江省五常
市，孩童时期学到描述草原景象
的古诗文，让我对内蒙古大草原
心生向往。

2011 年 ，我 考 入 内 蒙 古 大
学，辽阔北疆深深吸引了我，内
蒙 古 地 区 的 历 史 文化也成为我
的主要研究方向。从清华大学博
士毕业后，我积极响应“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内蒙
古大学，成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一名研究
人员。

我积极关注内蒙古扎实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相关情况，把考察黄河流域的
生态环境变迁历程等定为今后的
一个研究方向。2021 年，我与鄂
尔多斯市博物院合作编著了《内
蒙古黄河历史文化》，梳理内蒙古
地区黄河文化的发展轨迹，积极
助力讲好“黄河故事”。

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和北疆文化建设工作，我不断
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2022年
至今，我陆续发表《清代北方农牧
交错带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视域
下的北部边疆》等一批学术著作，
从不同角度阐述北疆文化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自身的
独特魅力。

多年来扎根这片热土，内蒙
古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我愿以
双脚丈量每一寸土壤，继续进行
深入研究，发掘其深厚内涵，为我
深爱的这片土地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白莲 整理）

扎根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于欣莉

童话书、漫画书、红色经典故事、名人传
记……一本本图书从一位乘客手中“漂流”
到另一位乘客手中，大家沉浸在阅读的氛围
中。近日，包头市新华书店“阅读北疆·书香
伴你过大年”系列主题活动走进包头市公交
运输集团第一公司，让乘客与经典书籍不期
而遇，感受“书香”的独特魅力。

“我平时很喜欢读书，今天在公交车上，
读到了心心念念的书籍，真是太意外了！”市
民王先生说。

活动中，工作人员化身“书香”使者，乘
坐“书香”公交专列，穿梭在大街小巷，为人
们送上新春文化大礼包，吸引了众多市民参
与。大家在公交车上读好书、享心得，猜灯
谜、话生活，读书声、欢笑声此起彼伏。

此次活动以包头市“六优”服务示范线
路——5路公交车为主阵地，把新华书店“书
香伴你过大年”文化品牌优势和公交传播优
势相结合，使“阅读北疆”文化主题与交通相
互融合，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
氛围。此外，包头市新华书店还在“书香”公
交车前门设置了便民书袋，将陆续投放约
600 册涵盖党建、社科、文艺、科普、少儿等
内容优质读物供乘客自主选择，让阅读融入
居民生活，推进全民阅读“最后一公里”变成

“最美一公里”。
“我们通过多重途径推动全民阅读，此

次打造书香专列，旨在对市内交通路线进行
文化提升，希望广大市民的每一次出行，都
能有书香陪伴，为乘客带来更多的文化乐趣
和享受。”包头市新华书店包头书城经理张
岚说。

据悉，“书香”公交是包头市新华书店
“阅读北疆”系列活动之一，与“理‘响’路上
书香同行”活动共同构建了“书香”在路上文
化阅读交通网。同时，结合“阅旧知新”“鸿
雁悦读”等文化品牌拓展共享资源渠道，开
展书香节、读书会等文化互动活动，让图书
在旅途中流动起来，持续营造“时时能阅读，
处处可阅读，人人享阅读”的浓厚氛围，切实
提升市民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书香”公交伴你行

●青春飞扬

开学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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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团小雪团””累计服务时长近累计服务时长近6060万小时万小时

青春激情飞扬赛场青春激情飞扬赛场 志愿精神闪耀北疆志愿精神闪耀北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曦赵曦

●暖闻

●正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