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云龙区彭祖大道实验幼儿园，家
园共育已然成为一张熠熠生辉的教育名
片。幼儿园凭借多元化的家长活动、深度
的家校互动以及充满创意的亲子合作，
与家庭携手并肩，共同为孩子们精心打
造了一座快乐成长的 “彩虹桥”。在这
里，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园共育的受益者，
每一位家长都是教育的同行者。

家访全覆盖
沟通有温度

“老师上门家访那天，我悬着的心
终于落地了。”7 月 14 日，提起女儿入园
前的“温情家访”，云龙区彭祖大道实验
幼儿园小班家长王女士仍难掩激动。彭
祖大道实验幼儿园把“温情家访”写进
开学第一课。利用假期，教师挨家挨户走
访，倾听家长育儿困惑，手把手指导入园
准备。统计显示，新学期家访覆盖率
100%，家长满意度 98.7%。

家长会不再是 “单向通报”，而是
“成长发布会”。小班家长会上，教师通
过视频、图片等形式，生动展示幼儿园的
教育理念、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让家长
直观了解孩子即将踏入的校园环境。中
大班的家长会则更注重互动性，教师们
会通过“成长档案”展示每个孩子的进
步，邀请家长参与小组讨论，共同制定个
性化教育方案，让教育更贴合孩子的成
长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幼儿园还创新性地
推出“共话成长预约制”，家长可根据自
己的时间安排，选择不同形式的交流方

式，如每月一次电话沟通、一次微型家长
会、一次一对一交流等，这一贴心举措赢
得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家委会真履职
家长成“合伙人”

幼儿园的家委会并非摆设，而是真
正的 “智囊团”。家委会下设膳食、活
动、安全等专委会，每学年换届，新生家
长“无缝”加入，确保家园共育的连续
性。去年，幼儿园就在家委会的建议下，
将幼儿每日食用的水果由原来的每天
一种增设为每日两种时令鲜果，所有水

果均优选应季品种并具备果蔬检测合
格证，这一调整获得了家长们的广泛点
赞；每天的“家长陪餐日”，家长与孩子
同桌吃饭，餐后填写《膳食反馈表》，让
食堂的管理更透明、更规范；每学期
“家长开放日”，家长全程跟班，从晨间
活动到区域游戏，“零距离” 见证孩子
在园内的点滴成长。

每天早晚高峰时段，幼儿园门口
还总能看到一群特殊的 “交通指挥
员”———由班级家长组成的“护学岗”。
无论刮风下雨，这些“爱心大使”都会准
时到岗，疏导交通、护送孩子安全进出校
园。家长志愿者刘先生说：“参加护学岗

后，我才真正体会到教育工作的辛苦。现
在孩子们看到我们都会主动问好，这种
被需要的感觉特别幸福。”

据统计，本学期已有 230 余名家长
参与护学岗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超过 360
小时。

资源进校园
职业“活教材”

幼儿园还充分利用家长工作资源，
开设了“家长职业课堂”。从事医生工作
的家长带来听诊器，让孩子们变身“小
小医生”体验问诊流程；从事消防工作
的家长演示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会花艺
的家长教孩子们插花……大班小朋友阳
阳骄傲地说：“爸爸穿上消防制服来上
课的时候，全班小朋友都羡慕地看着我，
我觉得特别自豪！”这种活动不仅拓宽
了孩子们的视野，更让他们对各种职业
有了直观的认识。

考虑到部分家长工作繁忙，幼儿园
还创新性地推出“云端共育”模式，通过
班级微信群，定期推送“育儿小贴士”，
开设“线上家长沙龙”，让家长随时随地
获取育儿知识。本学年，幼儿园又推出
“一起长大”平台，家长通过手机就能实
时查看孩子在园情况。
“在这里，家长不再是教育的旁观

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有力的支持
者。”云龙区惠民幼教集团园长付袁明
表示，下一步将开发更多家长喜闻乐见
的活动形式，让每一座连接家庭与幼儿
园之间的“彩虹桥”更宽、更稳、更亮。

云 龙 区 彭 祖 大 道 实 验 幼 儿 园

一 座“ 彩 虹 桥 ”串 起 家 与 园
本报记者 李小委 实习生 刘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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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蝉 鸣 在 丰 县 顺 河 镇 的 槐 树 上
“炸”开第一声，渠寨村的党群服务中心
也变了模样。往日里安静的院子，如今飘
着孩子们的笑声、毛笔划过宣纸的沙沙
声，还有大学生志愿者带着乡音的鼓励：
“画得真棒，故事讲得也精彩。”

这个夏天，顺河镇的村头巷尾洋溢
着青春活力，30 个村庄像是被撒了把
魔法种子，一处处党群服务中心化身
青少年成长的欢乐天地，104 名背着行
囊返乡的大学生，把村部变成了“快乐
制造工厂”。他们带着 30 个新奇的点
子———有教孩子挥毫泼墨的，有带大家
钻玫瑰园的，甚至还有把无人机“请”
到田埂上的。

在渠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20 多
名孩子在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下，度过
了充实的一天。

孩子们认真完成暑期作业，遇到难
题时，志愿者们耐心讲解。随后丰富的活
动轮番上演：“小小演说家”李宇轩讲述
的革命故事，让现场的孩子们深受感动；
防溺水安全教育影片，增强了他们的安
全意识；创意书法课上，孩子们挥毫泼
墨，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趣味棋类游戏
则让欢声笑语充满整个教室。“这样的
暑假比在家玩手机有意思多了！”13 岁
的刘志晴开心地说。

焦庄村的玫瑰小园成了秘密花园。9
岁的周思晴踮着脚尖，鼻尖快贴到花瓣
上了。大学生姐姐刚讲完“玫瑰有 15000

多个品种”，她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
起来：“原来玫瑰花不只有红色，闻起来
有的像蜜糖，有的带点清苦呢！”

10岁的明明非要把太空画成粉色，
说：“这样星星睡觉更舒服。”“我要画
宇宙飞船遨游太空”“我想画鲸鱼在海
底吐泡泡” 孩子们围着画板七嘴八舌，
天马行空的想法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引导
下，化作一张张五彩斑斓的画作。前一
秒，这群孩子还在教室里当“小画家”，

下一秒，他们就钻进花丛当 “植物侦
探”，用小本子记下花瓣的纹路，连蚂蚁
搬家的路线都画了下来。“原来花也有
自己的成长日记啊。”思晴把捡来的玫
瑰花瓣夹进作业本，那认真的样子，像在
收藏整个夏天。

齐庙村的“守护童年安全线，快乐
暑期平安行” 主题活动同样精彩纷呈。
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无人机科普课程。
专业老师笑着操控摇杆，无人机在空中

画了个圈。“它能帮农民伯伯看庄稼，能
给灾区送水，还能当 ‘空中摄影师’
呢！”“原来无人机还能帮忙送快递！”
孩子们惊叹不已。当无人机稳稳落下，孩
子们的眼睛亮得像夜空的星星。有人说
长大要操控无人机洒农药，有人想让它
带着家乡的苹果飞向全国各地。

这群大学生志愿者的付出，像投入
湖面的石子。焦庄村党支部书记周建政
说：“以前村部冷清得很，现在娃娃们天
天追着问‘明天有啥新花样’，连老头老
太太都来凑热闹。”大学生们的收获藏
在细节里：有人学会了用方言讲数学题，
有人把孩子们的画作当成手机壁纸，还
有人在离开时，收到了一书包写着“谢
谢哥哥”的小纸条。

顺河镇的夏日还在继续。槐树下的
故事、玫瑰园的秘密、无人机的轨迹，
正在悄悄改变着什么。就像那个说要
操控无人机的男孩，或许十年后真的
会带着家乡的特产飞向远方；而那些
此刻在村部里欢笑的孩子，终有一天
会像大学生志愿者们一样，带着知识
和热爱回到这里。

当夕阳把党群服务中心的影子拉
得老长，孩子们的笑声还在暮色里打
滚。这个夏天，顺河镇用青春的力量，在
乡村的土地上种出了一片明亮的未
来———那里有会讲故事的少年，有懂玫
瑰的孩子，还有一群永远记得“家乡夏
天”的年轻人。

7月 10 日凌晨 4 点，当城市还在沉
睡中时，在铜山区茅村镇的茅村高铁业
务优化光缆割接工程现场，工作人员已
经“静悄悄”完成了通信割接的任务。

什么是割接？割下什么，又需要接
上什么？
“‘割’是切，‘接’是连。” 中国

移动江苏公司徐州分公司网络维护工
程师王赵文解释道，“通信设备承载着
重要的业务和用户信息。简单说，割接，
就是把重要的用户数据和业务，像神经
一样，从旧的设备上安全‘剥离’下来，
再无缝‘接’进新的设备里。这个过程
必须精准无误，尽量不影响用户正常使
用，所以只能选在凌晨，网络最‘安静’
的时候。”

为了这关键的几小时，准备工作早
已开始：

7 月 9 日晚 11 点，他和团队就已经
到岗，核对割接资料、检查设备防护、制
定应急预案……王赵文和团队提前打磨
每一个环节，力求万无一失。

指针划过凌晨 1 点，王赵文的夜班
工作正式开始。王赵文首先在办公区进
行网络管理终端巡查，屏幕上的数据流
平稳滚动。

时值盛夏，应对高温挑战是保障网
络稳定的重中之重。确认大楼内设备运
行如常后，他步入通信机房。盛夏的机
房，空调全力运转，但依然能感受到设
备散发的热浪。王赵文和同事们依据严
格的标准流程，对机房各区域与设备展
开细致检查。

电力是机房的“生命线”。王赵文
首要任务是全面检测供电设备，确保一
旦市电中断，备用电源能瞬间无缝切
换，保障通信设备不间断运行。与此同
时，专业监测设备实时扫描着通信设备
的运行状态、温度等关键指标，任何细
微的异常都要及时记录并进行排查。
“连接茅村高铁业务优化光缆割

接工程现场。”凌晨 2 点，王赵文和团
队成员在机房内通过视频连接到茅村
光缆割接现场。

视频那边的移动光缆维护人员围
在操作台前，打开专用工具箱，准备好
精密剪刀、束管刀、破坏钳、熔接机等工
具，柔和的头灯照亮操作区域。

他们小心翼翼地用束管刀环切光
缆外护套，再用破坏钳轻轻剥离，动作
极其轻柔精准。
“开剥慢一点……对，稳住……注

意纤芯！千万不能弯折！”
光缆剥离，是这场手术中最精细的

微操作。去除坚韧的护套后，还需像剥
洋葱般，一层层精准处理涂覆层、包层，

最终让承载光信号的纤芯———那细如发丝的“神经末梢”，完美呈现。
每一次下刀、每一次剥离，都凝聚着极致的专注与技艺。
机房内，王赵文和团队成员通过机架位置、光缆挂牌、业务标签

快速锁定割接业务信息，优先熔接重要业务纤芯，实现对通信业务
的最小影响。
“48 芯光缆，优先熔接第三、第四芯。”
视频的另一端，茅村故障抢修现场，汗珠顺着工作人员专注的脸颊

滑落，他们专注地用切刀处理纤芯端面，在熔接机屏幕前屏息凝神，将
两根纤芯精准对位，熔接机发出短暂微光，然后套管，加热。

光缆熔接后，封装接头盒，抢修人员上电线杆，将接头盒、光缆整理
整齐并挂好。“光缆熔接完毕，请确认业务是否恢复。”

此时，网络调度中心，割接业务设备的状态灯由红变绿，“业务一
切正常。”

4 时 45 分，随着手机传来网络调度中心的呼叫，大家开始清理现
场，清点作业工器具和人员。

时间在极致的专注中悄然流逝。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而有序的精
细操作，割接任务宣告圆满完成———零失误。没有欢呼，只有疲惫却满
足的眼神交汇。

当居民在清晨醒来，他们的网络连接已悄然完成了设备的“新陈代
谢”，背后是这群通信“守夜人”在无声的战场上的专业坚守。

在高温炙烤的季节里，正是这一次次精准的“零点行动”，织就了
一张张看不见却无比坚韧的通信保障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信息血脉的
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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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乡 大 学 生 带 来 “ 童 话 世 界 ”
本报记者 马永康 通讯员 丁雅琦 李哲

大学生志愿者带孩子们在焦庄村的玫瑰小园赏花。本报记者 马永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