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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长 课 堂

今天天气晴朗，小鸟欢快地唱着
歌。我很开心，因为我们《朔州日报》小
记者要去应县参加“我为山西朔州代
言”系列活动。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应县木塔。
进入院内就被那高大的木塔震撼到
了，讲解员姐姐问大家，你们数一数
木塔共有几层？有的同学说是 5 层，
有的同学说是 9 层。讲解员姐姐说：

“说 9 层的这位同学说对了。”这个塔
的塔身是以明 5 暗 4 的结构建筑的。
然后我们进入塔里面，讲解员姐姐介
绍了壁画上的佛像身高有 11 米。随
后讲解员姐姐告诉我们木塔已经倾

斜，所以我们要更加地爱护木塔。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梨花春酒厂

进行参观。进去之后发现道路的两旁
摆满了酒坛。我们先去了存酒处，发
现里面有储存了30年、40年的陈年佳
酿。而且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清朝
的酒杯，很是好奇。随后，我们又去
了酿制酒的地方和非遗文化陈列馆参
观，我们还了解了酿酒的过程。

中午吃完饭之后，我们又去了正

北堂芪业有限公司。王老师说：“内行
吃黄芪，外行吃人参。”黄芪是用来补
气血的，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吃黄芪。
活动最后，老师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
袋黄芪茶和黄芪种子。

我 感 觉 今 天 过 得 不 仅 充 实 而
且还收获了不少知识，真是有意义的
一天。

朔城区四中五（11）班 高浩芸
（本报小记者）

有意义的一天

今天，我跟随着
《朔州日报》小记者
站的老师来到应县，
参加“我为山西朔州
代言”系列活动。

首先，我们来到
应县木塔。应县木
塔，全称佛宫寺释迦
塔，位于应县佛宫寺
内，是世界上现存最
高大、最古老的纯木
结构楼阁式建筑，被
誉 为“ 中 国 第 一 木
塔”。塔内供奉着两
颗全世界佛教界尊
崇的圣物——佛牙
舍利。应县木塔始
建于辽清宁二年（公
元 1056 年），至今已
有 近 千 年 的 历 史 。
它不仅是古代木结

构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建
筑技艺的瑰宝。木塔的高度为 67.31
米，底部直径为 30.27 米，总重量约为
7400多吨，相当于一座22层高的现代
建筑。木塔的建筑材料主要为华北
落叶松和榆木，木料用量多达上万立
方米。

接着，我们来到梨花春酒厂参观。
先是去了酿酒车间，刚进去一股浓烈的
酒味朝我扑来，一闻这些酒就有很长的
年份了。通过了解，这里酿酒的时间各
不相同，有30年的、有40年的，我还发
现80年的酒，让我大为震撼。

到了中午，我们去餐厅吃午饭，
这里有很多美味的食物，我的哈喇子一
下就飞流直下三千尺了。吃饱喝足后，
我们又去了正北堂芪业有限公司。黄
芪是一种养生的药材，有很多养生产品
里面都有黄芪，最后老师又给我们发了
一些黄芪的种子和一杯土，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想要回家种它了。

最后，我们到了一处桃园，我们
先去了黄桃园，那里的黄桃又大又饱
满，一看就有很多汁水，十分香甜，里
面的黄桃树有很多棵，我估计应该能
有好几百棵。

不知不觉今天的活动就结束了，
我真希望时间慢一点，我们的收获更
多一点。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
记者）

难
忘
的
应
县
之
旅

一套散发着墨香的新修订统编教
材，在开学季摆上学生们的课桌。

2022 年 3 月，教育部启动了义务教
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统编教材修
订工作。这套教材于今年秋季学期开
始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使用。

历时两年修订的教材有何变化？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负责同志。

看点11 ：

进一步体现育人为本、素
养导向

2017 年秋季学期，教育部组织编写
的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正式投入使
用，2019年实现全覆盖。从实践反馈来
看，教材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和社会
的良好反响。

为何要对这版教材进行修订？教育
部教材局负责人介绍了修订背景——

首先，党中央对教材工作作出新部
署，要在教材建设中进一步强化国家事
权，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切实让学
生坚定理想信念、打好中国底色、厚植
爱国情怀，始终不渝听党话、跟党走。

第二，按照2022年新修订的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每个学科要着
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突出学科思想
方法和探究方式，强化实践，推进跨学
科主题学习。教材的编写理念、素材选
择、编排方式等，都要落实这些要求，进
一步体现育人为本、素养导向。

第三，2017 年三科统编教材投入使
用后，社会各界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建
议，学界对教材也有很多新的研究成
果，这些都需要在教材修订中加以改进
和落实。

为做好修订工作，教育部精心组建
了修订团队。三科统编教材编委会和
修订组成员共200余人，包括来自高校、
研究机构、教研部门、中小学校的思政
专家、学科专家、课程专家、教研员和教
师等。

为充分听取一线意见，教育部组织
1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550多所学校、2000多名教师、10万多名
学生对教材进行试教试用，通过课堂教
学检验教材的适宜性；组织10个省（区、
市）的 500 名中小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
进行全面精细审读。

国家教材委员会相关专家委员会
对修订后的教材进行了严格的初审、复
审和多轮复核，通过后报国家教材委员
会审核。

经过两年多努力，教材编审工作全
部完成。“全面把好政治关、科学关和适
宜关。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
精品教材。”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回顾
整个工作历程时说。

看点22 ：

进一步丰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学习内容

“首要任务是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教材，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最新成果系统有机融入，使之成为
凝聚整套教材的‘魂’。”教育部教材局
负责人说。

比如，语文教材从《习近平著作选
读》（第二卷）选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
为课文，并在教材相关栏目中引用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让学生读原著、
学原文，深刻领会殷殷嘱托。

同时，在保持总体容量基本不变的
前提下，教材内容进行了调整优化，突
出中华文化立场，发扬革命传统，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诗经》、诸子散文、汉魏古诗，到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语文教材
有序安排古代汉语知识和文化常识的
学习，全套教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选
文共353篇。

语文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王立军
说，语文教材还在原有基础上新选入

《雷锋日记二则》《井冈翠竹》等多篇课
文，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良渚古城、陶寺古城和牛河梁遗址
等代表性考古成果，被写入了历史课本。

历史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徐蓝表
示，历史教材注重反映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成果，充实我国古代思想文化成
就和科技成果内容，彰显中华文明的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

翻开新修订教材，时代气息扑面而来。
语文教材中，《青春之光》是组织作

家实地采风创作的反映黄文秀事迹的
课文，《“蛟龙”探海》《天上有颗“南仁东
星”》等突出介绍了大国重器、国家英
模；道德与法治教材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成果的学习；历史教材呈现新时代
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

教材内容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
新成就和学术研究新成果，民族性和时
代性进一步增强。

看点33 ：

注重听取一线反馈意见

此次修订工作注重听取一线反馈
意见，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幼小衔接方面，语文统编教
材修订后降低了教材难度：一年级上
册的课文从 14 篇减少到 10 篇，识字课
从 10 课缩减至 8 课，识字量从 300 字调
整至 280 字。拼音教学时间比原来增
加 1 至 2 周，减缓了起始阶段的学习坡
度。科学安排识字写字序列，优先学
习字形简单、构词率高、生活中常用的
汉字。

反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
等革命英雄及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群
像的选文，依然是语文教材的重要内
容。鲁迅先生的相关课文也没有变化，
共有13篇。

新修订教材采取系统融入、重点强
化等方式，进一步纳入国家安全教育、
法治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
育等相关重大主题教育内容。

“本次修订加强全套教材的一体化
设计，注重语言转化。同时，对法治教
育进行了统筹设计，以宪法为主线，共
涉及 90 余部常用法律；融合道德和法
律，促进德法兼修。”道德与法治统编教
材编委会主任路建平说。

此外，修订教材的封面、版式设计
和插图绘制按照反映学科特点、体现艺
术水准、彰显中华美学品位、符合大众
审美习惯和生活常识的标准进行了优
化设计。

新修订统编教材如何投入使用？
根据计划，义务教育三科统编教材将于
三年内覆盖所有年级。其中，2024年秋
季学期小学一年级和初中一年级使用；
2025 年，小学一、二、三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级使用；2026 年，义务教育阶段所
有年级全部完成替换。

教育部近期已开展骨干教研员国
家级示范培训，各地将于 8 月底前完成
授课教师全员培训。同时，将持续开展
教材使用监测，及时了解教材使用情
况，充分听取社会意见，不断提高教材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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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日报》小记者站启动“我为
山西朔州代言”系列活动。为此，8月
20日，我们第一站走进了拥有千年古
塔、享受边塞风韵的应县。

上午八点钟，我们坐着大巴车准
时从朔州出发，将近十点，我们抵达了
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全名叫佛宫寺释
迦塔，是辽兴宗皇后萧挞里所修建，是
世界上最高的纯木质结构塔。老师请
了一位讲解员，让我们深度了解应县
木塔。由于是暑假旅游旺季，应县木
塔的游客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才挤进
去，木塔一楼巨大的佛像也使我们惊
叹连连，一楼大门门檐上还画着萧皇
后和她的一些亲人，所以也有人们说
应县木塔其实也是萧皇后一族的家
庙。应县木塔的价值还存在于它的匾
额上，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明成祖朱棣
题写的“峻极神工”，明武宗朱厚照所
题写的“天下奇观”，还有最出名的就
是那块“释迦塔”匾，它的年代已经有
800年之久，是整个塔上年代最久远的
匾额了。

应县木塔内供奉着两颗全世界佛
教界尊崇的圣物——佛牙舍利。同
时，木塔还有着50多种不同的斗拱，也
被称为斗拱博物馆。有诗云，“远看擎
天柱，近看百尺莲”。这百尺莲指的就
是它上面的斗拱了。

应县木塔虽然扛过了千年的风吹
雨打，自然灾害，却没有扛过人为因素

的破坏。据了解，上世纪30年代，曾有
人对木塔进行过一次大的维护，拆除
了各层间的泥夹墙和斜撑，换成了现
在的门和窗，大大降低了各层的抗侧
移刚度和承载能力。再加上战争时遭
遇炮击等因素，局部残损之后影响到
了木塔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木塔现在
的倾斜。

上午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梨花春
酒厂。梨花春酒厂是应县的著名企业
之一，我们参观了酿酒车间、存酒的酒
库、存放酿酒原料也就是粮食的大粮
仓，我们还参观了梨花酒厂的荣誉
室。同时我也在这里了解了酿酒的工
艺以及其制造技术。酿酒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涉及多个关键步骤，可以分为
以下几步：浸泡与蒸煮：将选好的谷物
进行浸泡，使其充分吸水膨胀，然后进
行蒸煮，使淀粉糊化。蒸馏：将发酵好
的酒醅加入蒸馏器中进行蒸馏，控制
火力，缓慢加热，收集酒蒸气，冷凝后
得到白酒。陈酿与勾兑：将初酿的白
酒放入陶罐中进行陈酿，时间至少半
年以上。陈酿过程中，白酒会逐渐醇
化，口感更加柔和丰富。最后一瓶口
感柔和的白酒就此上市让消费者们自
由购买。

中午吃完饭后，我们来到了正北
堂芪业有限公司。黄芪，它的药效与
人参接近，但是价格却比人参便宜得
多，所以也有了“内行吃黄芪，外行吃

人参”的说法。我们先是简单参观了
公司内的设施，随后换上鞋套来到了
黄芪加工车间，不过我们并没有进入
到车间内部而是隔着玻璃观摩。后来
公司还给我们小记者一人发了几粒黄
芪种子和一杯土让我们自己来种植黄
芪。而有一部分小记者采访了正北堂
芪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叔叔，而我则
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简单地问了侯
叔叔几个问题，比如，他为什么要把自
己的企业命名为正北堂？以及企业内
部有多少名员工？企业文化是什么？

对此，侯叔叔耐心地为我逐一解
答。他之所以要把自己的企业命名为
正北堂，是因为黄芪原本发自于恒山之
上，也被称为正北芪。公司的员工共有
200余人，他们所追求的企业文化是精
益求精。我也了解到，侯叔叔来朔州创
业是为了支持2018年全国扶贫，同时
也是为了将黄芪传播到世界各地。为
更多像侯叔叔这样的企业家点赞！

下午，我们来到了黄桃种植基地，
由于有鼻炎的缘故，我无法进基地里
面参观。但是通过外面的宣传展板，
我了解到这里的黄桃也是大同恒山的
品种，来到应县以后被人们发现这个
品种更适合应县的气候，所以也在这
一带大片种植。

下午五点钟，我们回到了朔州。
美好的应县之行就这么结束了，不虚
此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如应县木塔
的古往今生、酿造白酒的工艺、黄芪的
药效等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让我们带着课本去旅行。

市六小五（4）班 李柏晔（本报小
记者）

美好的应县之行

8月20日，《朔州日报》小记者“我
为山西朔州代言”系列活动启动。第
一期小记者们来到“燕云十六州”之一
的应县，在这里，小记者们领略了木塔
的魅力，见识了现代企业的发展，增强
了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都说“应县木塔甲天下”，第一站
小记者们就来到了应县木塔，一睹这
座千年古建奇迹的魅力。进入院内，
古朴的气息迎面扑来，拉近了小记者
与木塔的距离。讲解员为小记者们
讲述了木塔的历史以及结构特征，这
座古塔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许
多的光荣与梦想。同时，它是千年木

构的奇迹，护花铃随风摇曳，千年八
角攒尖顶撑天接地，层层斗拱如莲花
绽放。

南有杏花村，北有梨花春。第二
站小记者们拜访了知名企业——梨
花春酿酒集团。进入酒厂，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大缸，这更加激发了小记者
们的好奇心，酒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
的呢？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小记者
们参观了白酒酿造车间、贮酒室以及
梨花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厅。工作
人员详细地介绍了梨花春集团的发展
历程、梨花春酒的酿造技术、营销构架
和品牌文化，让小记者们在了解白酒

制作过程的同时也深入了解了梨花春
集团。

阳光、雨水、温度、土壤……在山
西应县的大山深处，大自然给予了一
种神奇而珍稀的馈赠——中草药黄
芪。于是，小记者们来到了应县知名
黄芪生产企业——正北堂芪业有限公
司，探索黄芪的秘密。在工作人员的
陪同下，依次参观了外包装车间、食品
车间、提取车间、饮片车间、洗护车
间。黄芪的产品从药用到美妆，延伸
了黄芪的产业链，真正实现了精深加
工。通过采访董事长侯叔叔，小记者
们了解到了侯叔叔创办企业的初心。

最后，小记者们参观了桃园基地，这里
的桃树经过细心培育，科学管理，每棵
树上都硕果累累，已然感受到了丰收
的喜悦。

本次活动，让小记者们更深入地
了解和认识了自己的家乡。通过实
地考察、采访，直观地了解了家乡的
文化特色，感受家乡的历史、人文、风
景、特产等。这不仅丰富了小记者们
的知识库，还激发了他们对家乡的热
爱和自豪感。同时，也有助于丰富小
记者们的课余生活，让他们在忙碌的
学习之余，有机会走出课堂，感受家
乡的美好和变化。

《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系列活动之一——

“我为山西朔州代言”：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应县篇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情绪管理问
题备受关注，这是家长们都会面临的一
项“挑战”，尤其当孩子莫名其妙地闹别
扭，或执拗地坚持某些行为时，家长可
能会将其视为“无理取闹”并加以斥责。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对
不同的问题，家长可能需要不同的应对
策略。孩子的情绪并不是无缘无故出
现的，情绪和相关行为的背后都是有联
系的。提醒家长不要一味用大人的逻
辑和标准去要求孩子。我们回应的是
孩子的情绪，那就要尊重孩子当下的需
求和逻辑。

第一，当孩子的情绪出现问题，最
重要的是倾听

很多孩子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擅
长说。对孩子来说，比较难的是听父母
说。为什么父母说了这么多，孩子还是陷
在情绪里，继续发脾气呢？为什么父母强
调了这么多遍，孩子还是要对着干呢？

家长要从小培养孩子倾听的能力，

同时要给孩子做倾听的榜样：只有家长
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孩子才愿意听家
长的，家长说的话才能起效。家长在倾
听时，要关注孩子的情绪以及他当时的
表现，可以试试这样做：眼睛看着孩子，
专注倾听，把注意力放在“孩子怎么了”
这件事上；要以倾听为主，不要急于找
到解决办法。家长试着把节奏放慢一
点，先看看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是什么
引起他产生这样的情绪。

第二，尝试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
孩子

孩子的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自己

没有能力去控制情绪，只会直接表达自
己的情绪。家长倾听，其实是在孩子与
家长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孩子和成
人在经验程度、认识世界的程度上有不
同，对孩子来说，他搭的积木坏了、或者
玩具没电了是了不得的大事，但对于成
年人来说，这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这
种认知差，往往造成家长对孩子情绪的
不理解。

家长可以试着这样表达：爸爸妈
妈看到、听到……不让你这样做的原
因是……你感觉是……比如，妈妈知道
你现在特别想吃糖，但是你白天已经吃

过了，我让你明天再吃，所以你现在感
觉很不开心，对吗？这时为了缓解孩子
的情绪，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游戏转移
注意力，以此来缓解孩子的负面情绪。

第三，帮助孩子学会正确表达自己
的情绪

家长可以给孩子示范，如何更准确
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旦孩子语言表
达的桥梁通了，家长就更容易和他交
流，及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家长不仅希望孩子能解决当下问
题的烦恼，还希望孩子以后在遇到其他
事情时能自己面对情绪，做情绪的主
人。那么家长可以尝试和孩子共同探
讨如何管理情绪，激发孩子的主动性，
家长在和孩子一起想办法的时候，可以
给孩子多一些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用
心观察孩子在情绪背后隐藏的期待和
需要，从中找到和孩子沟通的契合点，
达成共鸣。

据《今晚报》作者：孙宇侬

如何应对孩子“闹情绪”

现对市委研究拟任职干部予以
公示。

元子旗，男，汉族，1975 年 12 月
生，中央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市
桑干河水利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
任，拟任市属事业单位正职。

公示时间从 2024 年 8 月 29 日至
2024 年 9 月 4 日。公示期间，可通过
来信、来电等方式向朔州市委组织部
反映公示对象在德、能、勤、绩、廉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映情况和问题
应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为便于核
实、反馈有关情况，提倡反映人提供

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将严格履
行保密义务。

来信地址：朔州市振华西街 1 号
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邮政编码：
036002

联 系 电 话 ： 0349-12380，
0349-2162687（传真）

市委组织部电子邮箱：
szzzbjdk@163.com

“12380”举报网站：
www.shuozhou12380.gov.cn

中共朔州市委组织部
2024年8月28日

中共朔州市委组织部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