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城不结束，共建不停步。作为省级文明

校园，太原市万柏林区实验教育集团领导高

度重视学校的文明建设，不停引导全校党员

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锤炼，近日，该校党

支部带领部分党员走进结对红沟社区，开展

“党建引领聚合力，携手同行共创建”志愿服

务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该校党员们开展社区环

境保洁工作，清理小区环境卫生。大家利用清

扫工具清理小区内枯枝落叶、生活垃圾以及

烟头等，分工合作，干劲十足，小区内的枯枝

落叶、白色垃圾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为引

导社区居民不乱扔垃圾、学会垃圾分类处置、

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外，结合太原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党

员们给居民发放《太原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应知应会手册》《太原市民文明礼仪读本》以

及《禁止随地吐痰的公共场所及处罚措施》，

宣传讲解文明城市创建的相关注意事项，引

导居民深入了解文明城市创建离不开每个社

区居民的付出，大家既是创建文明城市的受

益者，更应该是传播者和践行者。这为扎实推

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奠定了良好的群众思想

基础。

通过此次活动，小区的卫生环境得到进

一步改善，党员们的这一行动得到社区工作

者和小区居民的点赞，不仅彰显了该校与结

对社区共驻共建的互助精神，同时拉近了党

员与社区群众的距离，密切了党群关系，更为

文明城市创建尽了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黄晶贾婷茹
通讯员张钢梁巧兰）

时光清浅，撷一束研学实践的芳华；沉

香流年，经一场研学最美的相遇。在风与硕

果相逢的时光，近日晋中市太谷区明星小学

五年级全体师生背上行囊，开启了一场愉悦

的研学之旅。

在山西文旅数字体验馆，以“华夏古文

明，山西好风光”为主题，提纲挈领、贯穿始

终。馆内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再现、还原、

展示五千年的文明，让学生们“发现”不一样

的山西。

走进太原古县城，品读人文风华，领略

晋阳风貌，学习儒学精神，见证文脉相承的

晋阳文化积淀；一场陌客快闪摇摆舞，让学

生深度与古城交融，焕发出无限生机。

在东辉科技园，鱼稻共生试验田，让学

生们大开眼界。

可移动膜结构大棚内生机盎然，红心火

龙果、盆栽苹果长势正旺。

玻璃温室大棚内，水果黄瓜挂满枝头；

果型方正的彩椒长势正旺。无土化栽培技

术，恒温调控技术，LED补光技术、水肥一体

化技术，为这些植物保驾护航。动物饲养院

内，伶俐的羊驼、非洲的鸵鸟、高大的安格斯

牛，可爱的垂耳兔、姿态优美的黑天鹅吸引

学生们的目光。

在太谷形意拳馆，行云流水的动作，刚

柔并济的招式将形意拳的招式展示得淋漓

尽致，会练武的孩子们在一旁展示武艺，带

领学生们体悟中国传统武技的魅力。

时光虽短，记忆绵长，最好的课堂在路

上。此次活动充分融合了“游”与“研”，不仅

激发了学生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的情趣，

更是提高了他们的综合素养。不囿于书本，

不桎于课堂，孩子们浸润在“行走的课堂”，

用脚步去丈量，用双手去触碰，研有所思，学

有所获。 （本报记者 黄晶孙瑶）

晋中市太谷区明星小学五年级师生

在山西文旅数字体验馆等地开展研学活动

为推动文明创建工作常态化，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从 10月 1日起，每逢周五，太原市

小店区长治路二社区和长治路小学的志愿

者就会进社区、下街道，开展“助力文明创建

常态化”主题教师志愿者服务活动。

此次志愿活动期间，该校志愿者们带着

清扫工具，开展清理卫生死角，维护环境卫

生志愿服务。对小区绿化带内塑料袋、烟头、

废纸等垃圾进行了清扫，并对小区内积存垃

圾及道路上遗撒垃圾进行了清理，充分发挥

了志愿者的先锋模范作用。

该校志愿者对辖区卫生死角及路边共享

单车乱放等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活动中，

大家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清理了堆积物。

用实际行动带动居民群众积极参与环境卫生

综合整治，探讨了环境脏乱差的原因和具体

治理方法，使“环境整治人人参与”的良好氛

围深入人心，获得了居民的一致好评。

该校志愿者们坚守文明岗，提升了社区居

民的幸福感，增强了志愿者们的责任心。再次引

导社区居民重视小区的卫生清洁、树木绿化、环

境美化，自觉做到垃圾不落地，举止更文明，形

成了人人保护环境、爱护家园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张丽 通讯员王蕊红原丽君闫亚琼）

太原市小店区长治路小学教师志愿者

践行志愿服务 助力文明创城

近日，太原市迎泽区三晋小学四五年级

师生走出校园，走进省面食博物馆与面食进

行了零距离接触。

山西自古就有面食之乡和面食王国的

美誉，进入馆中，山西会馆的李琨老师带领

孩子们了解山西面食小知识并为孩子们送

上了小礼物。一段热身舞过后，孩子们已是

热情高涨。

接下来国家一级面点师带来的面食表

演更是引来了孩子们的阵阵欢呼。“独轮车

头顶刀削面”、关公扯面 、打击乐与长寿面的

结合 、面团吹气球、“龙须拉面”，样样绝技都

让孩子们赞不绝口。

此时的学生们已是跃跃欲试，于是全体

学生正衣冠对师傅行“作揖礼”，为师傅敬茶，

一行礼，感恩师父，收纳之恩；二行礼，传承工

匠，不忘师恩；三行礼，尊师重教，精益求精。

经过传统的拜师学艺环节后，孩子们终

于可以动手制作自己的面食了。师傅手把手

地教学，与孩子的交流洋溢着一种轻松的氛

围，营造了别开生面的课堂。这个过程中学

生们不仅实践操作了烹饪面食的技法，还在

参与过程中了解了山西的面食文化。小小面

点，凝聚着孩子们的匠心和巧思，是传统美

食，更是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传承。孩子们在

蒸好的小兔子花馍上写下了美好的祝福，品

尝了自己亲自动手制作的猫耳朵汤、鸡蛋炒

莜面栲栳栳，真是格外的美味。享受美味的

同时做到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传承清廉

自律的优良习惯。

最后，孩子们还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

了山西面食博物馆。山西面食博物馆共三

层，一、二层是面食成品展示区和山西特色

名优产品展示区，三层为古代民居面食制作

过程实物展示区，有农耕器具、研磨器具、面

食加工器具等，充分展示了农耕传统文化和

面食制作历史。

（本报记者 张敏通讯员王嘉欣）

太原市迎泽区三晋小学四五年级师生

体验面艺文化 探秘三晋密码

近日，太原市迎泽区迎东小学的 18位

少先队员参加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宋韵扎

染”活动。孩子们用一抹抹的素布传承宋韵

风华，用一抹抹的蓝为初冬龙城增添了靓丽

色彩。

活动中，老师给孩子们介绍了扎染的背

景知识。扎染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

工艺，将织物在染色时通过皮筋捆绑出现深

浅不一和留白，是现代工业批量生产无法企

及的艺术创作，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一。在宋朝，人们学会了用红花、紫草、蓝靛

等植物燃料做草木染，从而实现了扎染工艺

的扎根和发扬光大。接着老师深入浅出地讲

解扎染的技法，先“扎”后“染”，颜色不同、扎

法不同、染色位置不同都是每块扎染布独一

无二的原因，孩子们听得很认真，大家都跃

跃欲试。

在老师的讲解和示范下，孩子们很快掌

握了扎染的多种捆扎方法和步骤。孩子们纷

纷戴上手套，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用智

慧和双手扎出独特的造型。队员们先用皮筋

将手中的白色素布固定绑扎，再将颜料滴在

绑好的素布上，之后用深色进行补色和挑染。

略微晾干后，队员们纷纷找老师拆掉皮

筋，一幅幅精美的作品呈现在队员面前。一

块小小的素布在孩子们的双手中，晕染出充

满韵味的图案，每一件作品都令人期待又独

一无二，宋韵非遗文化带给孩子们的将是美

好童年的印记和无限创造力的启迪。

（本报记者张敏通讯员宋苗苗）

太原市迎泽区迎东小学

18位少先队员参加“宋韵扎染”主题研学活动

太原市万柏林区
实验教育集团党员志愿者

走进红沟社区开展志愿清扫服务

为了让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家乡文化，更

生动直观地感受历史，丰富生活、拓展视野，

近日，太原市万柏林区泰华实验小学开启了

以“承历代三晋血脉，览无尽并州秋色”为主

题的活动。走进太原市博物馆看五千年三晋

悠久的历史，漫步汾河公园赏并州秋色、秋

水，承先代余烈，锻我辈意志。

漫步太原市博物馆，只见馆内基本陈列

以“吉金光华”为主题，分“华夏印迹”“礼乐

春秋”“技艺模范”三部分。“华夏印迹”讲述

晋文化在华夏文明传承、发展中的特殊地

位；“礼乐春秋”阐释中国青铜器作为礼器使

用的鲜明特色和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涵；“技艺

模范”反映古代青铜器铸造的先进技艺和卓

越贡献。

同时，该馆还拥有“数字青铜”“探幽寻

胜”等展区，共展出 2200余件青铜器物，上起

陶寺文化时期，下至秦汉时期，可谓跨越了整

个青铜时代。

天高云淡的秋天，到处都是一番迷人的景

色。沐浴着温暖阳光，迎着徐徐清风，该校

各年级师生，在大自然中继续迈着研学的

步伐。大自然赋予孩子们最广阔的教室，里

面有着取之不尽的资源。孩子们酣畅地读着

天地间的无字之书。

（本报记者 黄晶通讯员赵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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