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永恒不变的主题，它不
仅仅存在于历史的书页，
更 要 践 行 在 人 们 的 生
活。作为祖国的未来，该
如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
爱国主义教育呢？

话题一出，浙里养
俱乐部会员们纷纷“亮
招”，分享起人生中难忘
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
之中，有人带孩子观看
红色电影，在剧情中感
悟革命烈士的伟大精神
与生命的意义；有人举
家前往红色基地参观，
循迹溯源学思想；有人
走进校园课堂，用一个
个生动的红色故事，让
爱国主义精神在幼小心
灵中默默扎根，潜滋生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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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嘉兴市“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红船讲师团的一名讲

师，生活之余，我常常到学校，社

区，企事业单位宣讲红色故事、专

业知识、法律故事等。在讲课中，

我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对大家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 6 月中旬，我应邀前往

图书馆给学生们讲故事，故事的

题目是《儿童节的礼物》。讲课

前，我刚从《新闻联播》中看到一

则消息: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

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发射吉林一号高分 06A 星等 41
颗卫星，创下中国航天发射一箭

多星新纪录......这是一个令人振

奋的好消息，说明我们国家的航

天技术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我决定把这一消息加入到我

的讲稿中。

在《儿童节的礼物》开讲前，

我先问同学们知道太原航天中心

最近发射的一箭多星这件事情

吗？同学们都摇着头说不知道。

我又说那么我现在出一个问题，

让大家猜一猜:我们这颗发射升空

的火箭带了多少颗卫星上天？同

学们踊跃回答，有人说“1 颗”。我

说：“你猜得不错，不过，这是 1970
年我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时火

箭上是带了一颗卫星，但是几十

年过去了，在科学家们的努力下，

我们的航天技术发展很快，现在

已经是一箭多星了。”

接下来陆续有人回答“2 颗”

“5 颗”“10 颗”，直到第五位同学说

出“41 颗”时，我才给予了肯定。

我问同学们：“一枚火箭带着 41 颗

卫 星 上 天 ，我 们 的 国 家 厉 不 厉

害？”“厉害！”同学们齐声回答。

我又说：“我们的国家这么厉害，

为我们的国家鼓鼓掌好不好？”话

音刚落，掌声响成一片。

我继续引导：“祖国是每一位

中国人的母亲，同学们长大了，想

不想成为建设祖国的一份子呢？”

“想！”同学们大声回答。

接下来，我给同学们讲了故

事《儿童节的礼物》，那是我童年

时期的经历。我把上世纪 60 年代

的小学生生活和当今的小学生生

活作为对比，以此来传递一个道

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

命运紧密相连，只有国家建设好

了，我们的生活才会好。

最后，我鼓励同学们好好学

习，长大后成为祖国母亲的保卫

者和建设者，并为积极回答问题

的学生们送上爱心礼品。

王卫平

从《儿童节的礼物》讲起从《儿童节的礼物》讲起

现在的孩子大多生活条件富

足，对贫穷困苦、艰难饥饿的滋

味，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家时

常带孩子参观红色革命纪念馆、

科学技术博物馆，让他了解历史，

感悟奋斗。让我感到最有意思的

是宁围街道办的“草舍年代展陈

馆”。

宁围在改革开放初期，创造

奇迹传遍大江南北，诞生了全国

著名的汽配企业万向集团，以及

闻名全国的民营企业传化集团

等，也算在改革开放春风里，把萧

山人的“弄潮儿”精神发挥出来。

如今，这里高楼林立、街道美

丽、人民生活富裕，但是有谁知

道，宁围这里原来是海淤沙地，一

片荒凉。上世纪 70 年代年前，这

里奋斗的第一代人都是住着茅草

棚。十几万人勒紧裤带，不畏严

寒酷暑、风霜雨雪，开展轰轰烈烈

的围淤造田，把这里改变成富裕

的粮棉产区。

走进展馆的草舍年代展区，

这里展示着 20 世纪 60 年代生产

生活的老物件。看着茅草屋，孙

子好奇地询问：“这草房子人住的

吗？”我就顺势介绍起勤劳的宁围

先辈如何住着草房，通过不懈奋

斗改善生活的历史，孙子听得津

津有味。他俯身摸摸那雪白的棉

花，看看人们弯腰插秧的场景，逐

渐对前辈创业的辛苦有了更深的

体会。

来到展陈馆，荧幕上放着历

史纪录片，讲述着宁围人的住房

变迁史，如何由草舍瓦屋到楼房

别 墅 ，再 到 城 市 化 高 层 漂 亮 小

区。在这里，宏伟的钱江世纪城

成为杭城新中心；矗立的 G20 主

会场，迎接过各国元首嘉宾，崭新

的莲花碗赛场，也将敞开大门迎

接亚运健儿的到来。

是啊，耕耘才能收获，辛勤才

有回报。我希望，通过每一次的

参观，能让孙子感受到今天幸福

生活的来之不易，从而在心中形

成这样的观念：劳动最光荣，创造

改变面貌，幸福需要大家努力，实

干才能得到兴旺，从而更加珍惜

今日生活，长大去为社会作出更

多贡献。 许正旺

陪孙子看草舍年代展陈馆陪孙子看草舍年代展陈馆

父送子、妻送郎，父子一同

上战场......这些感人的场面，当

年在解放战争中山东老区一带

经常被演绎。作为一名参加过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兵，

我亲身见证了那些感人至深的

场景。但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

上世纪 80 年代发生在我家的

“送子参军”的故事。

记得在 1978 年 10 月下旬，

广播里传来了县征兵办公室发

布冬季征兵命令的消息。受我

这个老兵的熏陶，大儿子从小

就有参军报国的心愿。听到征

兵消息后的当天晚上，大儿子

向我吐露了心声：“爹，现在我

们国家的边境地区很不太平，

我要像您一样去当一名军人，

为保卫国家的边境安全出一份

力！”作为上过战场的我来说，

比任何人都懂得和平的珍贵。

既然大儿子有保卫祖国的这份

心愿，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

大儿子最终顺利通过了体

检、政审等环节，被县征兵办公

室正式批准入伍。离开家乡那

天，我反复地叮嘱：“你尽管安

心在部队好好干，把国家的大

门给我守好了！”后来大儿子在

部队也没给我这位老兵丢脸，

每年都获得嘉奖，而且还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事隔两年，二儿子高中刚

毕业，也萌发了参军报国的念

头。我鼓励他：“只要你条件符

合，爹支持你去参军！”同年 12
月上旬，二儿子穿上绿军装、戴

着大红花，与其他 200 多名浦

江籍的新兵一道，踏上了开往

上海的列车。如此一来，二儿

子就成了我们家庭里第三位扛

枪报国为人民的军人，连村里

人都为我家感到骄傲，纷纷翘

起大拇指夸我们家是“军人之

家”。

洪世平 洪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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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七七响枪声，

激起军民勇抗争。

热血满腔匡社稷，

丹心一片映旗旌。

任他风雨驱驰疾，

还我河山意气横。

拼搏疆场豪志壮，

凯歌高奏慰群生。

李建初

七七有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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