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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祖辉）12月2日，玉
林日报社携手零壹玖体育开展以“跑出
潜能 酷爱生活”为主题的体育课程，让
全媒体小记者锻炼身体，提高身体素质，
感受跑酷运动的乐趣，在增强自信心的
同时，学会如何面对挑战和克服困难。

活动一开始，零壹玖体育的专业教
练通过趣味游戏的方式带小记者们进行
热身。在热身之余，教练还向小记者们
介绍了跑酷运动的发展历史与跑步的起
源，让小记者们对跑酷运动充满了热情。

热身结束后，教练将小记者分成 2
组，分批次教授小记者跑酷动作。教练
首先亲身示范并强调跑酷动作要领，引
导小记者如何安全有效地快速到达指定
位置，准确完成每一个目标技能。“我们
在做动作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快，首先要
放慢速度，将每一个动作都做到位，否则

在没有基础的情况下省略必要的技术动
作，很容易受伤。”小记者们在练习过程
中出现不标准的动作时，教练都会及时
纠正，并再次示范，确保每位小记者都将
动作做到位，避免出现受伤的情况。

经过教练的指导与反复练习，小记
者们对教授的跑酷动作都比较熟悉了，
各个身手矫健，熟练地运用跑酷技术动
作，身轻如燕地跨过一个个障碍，都顺利
完成了实战演练。

“跑酷太有意思了，希望以后能多安
排这样的课程！”“每个项目看着都很简
单，但是真的体验过才发现，全都不简单
呢！我还要多多锻炼！”“今天我不仅学
到了跑酷的动作，还学到了跑步的起源
知识，真是太有意义了！”活动结束后，小
记者们意犹未尽，纷纷发表感想。

小记者体验跑酷

感受运动乐趣

从牛背牧童到高校教授，
他用奋斗改变人生

1937年，李春秋出生在陆川县的一个
农民之家。穷困潦倒的家境激发了他改
变命运的坚强意志，他自小就懂得奋斗的
重要性，即使是放牛的时候，也拿着课本，
利用空闲时间读书。靠着刻苦学习、善于
思考，他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
民教师的摇篮。毕业后，李春秋留校任
教，成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
导下，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1998 年，李春秋正式退休。退休之
后，他依然心系教育事业，每天进行教育
学术研究。这需要耗费相当多的脑力和
体力支出。“记得有一年为了写一本书，
在半年的时间内，我除了去北京师范大
学附近的煤气站换了几次煤气，基本没
有上过街，大量时间在校图书馆度过。”
回忆起为教育学术研究所作出的努力，
李春秋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十年来，李
春秋在公开刊物发表文章300多篇，个人
独立撰写以及合作专著近 30 部，主编教
材20多部，主编大型工具书和丛书10余
部等，800 多万字，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
工作提供理论指导。

回乡举办公益讲座，激励
师生成长

“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我从
玉林农村走出来，要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
一份力。”为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李春
秋连续多年开展学习交流之旅。而每次，
他都会回到家乡的多个学校，开展教师职
业道德、青少年励志教育等方面的公益讲
座。今年 10 月初，他回到玉林，到玉林城
区及周边县市的众多学校开展公益讲
座。至今，他在家乡开展的讲座达到 32
次，听众近2万人。

为了更好地开展公益讲座，李春秋
整理了 15 个专题，其中既包含面向教师
的讲座《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的若干思考》《提高教师职业素质，做
新时代“四有”好教师》等，也有面向学生
的讲座——《老教授谈：我要读书、读好
书》《人生·追求与成功——中学生成长
路径探讨》等，还有面向家长、农村党政
干部群众、企业家等群体的思想政治教
育类讲座。

一次讲座用时一个半小时，有时候
一天需要开展多个讲座。这对86岁的李
春秋来说，在体力方面是一个较大的挑
战。但李春秋为能够帮助师生成长而充
满了激情。10 月 23 日，李春秋先后到陆
川县米场镇中心学校、陆川县米场镇初
中、陆川县福达初中、陆川县世客城初中
这四所学校举办讲座。他说：“我每天 6
时起床，简单吃了碗泡面就出发。当天
站着讲话五六个小时，虽然有些累，但觉

得苦中有乐、很满足、很有意义。”
李春秋在交流中深深体会到，当代

青少年学生有着强烈的成长成才愿望，
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上引导：努力做到要有理想信念，要刻
苦用功，要运用科学方法，要注意身心健
康，要学会做人。

编写书籍，记录乡情乡音
除了进行教育学术研究，李春秋对

家乡也十分关注。近年来，他策划编写
了《我们的母校情怀——献给马坡中学
建校 80 周年》《我们的陆川中学情怀》这
两本书籍。而今，他正在主编《陆川县珊
罗镇文明发展史》。这是他耗时 8 年多，
策划、主编的一本记录珊罗镇历史的书
籍。此次返回家乡之后，李春秋与乡贤
积极沟通，用了大量精力进一步完善相
关内容。

“虽然我已经 86 岁，但是我的心态
还很年轻。”而今，李春秋每天进行脑力
工作三四个小时，希望将自己的所学、
所感、所悟，分享给更多人。为了保持
良好的精力，他作息十分规律，注重保
养，21 时按时上床睡觉，第二天 6 时起
床，每天下午慢走七八千步，风雨大雪
仍然坚持。

“人生需要奋斗，在奋斗中完善自
我，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在奋斗中创
造人生幸福，在奋斗中延伸生命！”秉承

着这样的信念，李春秋努力将自己的晚
年生活与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播撒文化
的种子，让大众从思想政治教育中受益。

李春秋的学习交流之旅还未结束，
他还将到多个城市的学校开展公益讲
座。他说：“希望每位老师都能牢记自己
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希望每位学
生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两个多月开展近40次公益讲座，听众达到2.5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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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秋教授为学生签名，勉励学生努力学习。

公益讲座上的李春秋教授神采奕奕。

本报讯（记者 杨祖辉 通讯员 李盈）
12 月 1 日，玉州区旺瑶小学的“和毓·悦
动”第五届体育科技节的趣味项目进入最
后一个比赛日，除了篮球、足球、接力赛跑
等传统项目，还有抢种抢收、绕杆赶球、毛
毛球串球等趣味十足的比赛项目，更有图
形化编程、纸牌搭高等科技类项目，孩子
们的体能和脑力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科技项目图形化编程比赛通过线上
的形式举行，同学们摩拳擦掌、信心满满，
把脑海中一个又一个“程序设计”的想法
变成现实。纸牌塔比高比赛中，参赛选手
们胆大心细，充分运用力学知识和生活经
验，把轻薄的纸牌玩出了“高度”。

在趣味体育项目比赛中，参赛队员分
工合作，力争上游，在操场上散发青春的活
力。每个人都拼尽全力，脸上洋溢着快乐
的笑容。场边的拉拉队们也卖力地为参赛
队员呐喊助威，每位同学都以自己的方式
参与了体育科技节。

据了解，玉州区人大代表、玉州区旺
瑶小学校长周言清积极履职尽责，发挥人
大优势，结合该校实际，今年根据每个年
级学生的特点，设计不同的趣味项目，集
全员性、趣味性、选拔性为一体，真正让每
个学生都动起来，使他们既享受体育运动
的乐趣，又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

旺瑶小学体育科技节

孩子们动手又动脑

本报北流讯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北流市永丰初级中学校园内彩旗飘
扬、充满欢声笑语，学校开展一系列活动
庆祝建校30周年。

此次校庆活动以“三十风华正青春，
和美永丰向未来”为主题，活动项目有建
校30周年庆典大会、第八届学生体育艺
术节、第二十八届学生田径运动会三大
项，旨在彰显学校“崇和致永，好学成丰”
立德树人理念及其丰硕办学成绩、展示
学生体育艺术才华、营造校园文化建设
的浓厚氛围等。

据了解，北流市永丰初中建校于
1993年。30年来，学校以建“五个一流”
的广西一流文明学校为办学目标，秉承

“崇和致永，好学成丰”的校训，坚持依法
治校、文明施教、科研兴校、五育并举，取
得了丰硕的教育教学成果。30年来，学
校培育学子近3万人，一大批学界翘楚、
商界精英、企业高管、政界英才和教坛名
师代表等毕业于永丰初中。学校累计获
得国家级荣誉 12 项、自治区级荣誉 49
项、玉林市级荣誉152项、北流市级荣誉
496项。 （杨光登 李春梅）

北流市永丰初中庆祝建校30周年

本报博白讯 12月2日，玉林日报小
记者团博白分团走进博白桂牛乳业总
部，探索关于牛奶生产的奥秘。

在桂牛乳业解说员的带领下，小记
者们依次参观了总部的布局、展厅、生产
车间......对桂牛公司的发展历史及水牛
奶产品制作工序有所了解。花园里，小
记者们围在栩栩如生的奶水牛雕像面前
细细观摩。在这里，他们了解到桂牛乳
业公司精心培育的摩拉、尼里拉菲、地中
海三大品种的奶水牛。“地中海水牛的头
顶是秃的。”“水牛们不仅吃草，还吃玉米
秸秆......”“小牛也跟我们一样是怀胎 10
月生出来。”触及桂牛水牛的各种小知
识，小记者们又纷纷将其记在随身携带
的笔记本上。

在桂牛乳业的科技展厅，小记者们
有序观看宣传片，向解说员老师了解和
认识产业品牌下各种形式的牛奶种类和

奶制产品。走进二楼水牛奶生产车间，
站在长长的观光走廊，小记者们透过玻
璃亲眼看到完整的水牛奶生产线。面对
大型储奶罐、高温灭菌机、自动灌装机等
新奇事物，他们不禁发出阵阵惊叹。“牛
奶生产出来之后还要经过一道非常重要
的工序就是质检，会给小白鼠们试验过，
再用显微镜观察里面的微生物变化.....

从生产车间出来，桂牛乳业的博士
还带着小记者们体验了手撕奶酪的DIY
活动。小记者们先后参与了牛奶降温、
凝乳切割、搅拌排除乳清、堆酿、拉伸手
撕奶酪等过程，明白并非所有事情都是
靠蛮力解决，学会了以柔克刚的道理。
通过参观桂牛乳业总部和 DIY 小活动，
小记者们在开心玩耍的同时也体会到食
物的来之不易，知道一瓶小小的牛奶背
后还要经过很多步骤才得来，可谓收获
满满。 （谢琳琳/文 庞月亮/图）

小记者走进桂牛乳业

探索“牛奶的秘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66年前，陆川县珊罗镇的农家子弟李春秋

通过苦读，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的一
名学生。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为国家培
养了无数的栋梁之材。

退休后，李春秋退而不休，老有所为。他
曾连续多年开展学习交流之旅，提升教师素
质，引导学生更好地成长。

今年9月11日，86岁高龄的李春秋再次
南行，在武汉、桂林、南宁、北海、玉林等地留下
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身影。截至目前，在这次学
习交流之旅中，李春秋开展公益讲座40多次，
听众2.5万多人，其中大部分为大中小学师生，
亦有党政干部、企业家等。

学生在玩纸牌搭高项目。

教练向小记者们展示动作要领。

小记者体验手撕奶酪DIY活动。

本报讯（记者 黄雅维）小猫和小狗等
宠物是人类形影不离、亲密无间的好伙
伴。那么，它们有什么生活习性？它们发
脾气时该如何应对？生病时该如何处
理？带着好奇和疑问，12 月 2 日，玉林日
报乐学小记者来到玉林爱宠动物医院，解
开心中的疑团。

走进爱宠动物医院，工作人员热情地
接待了小记者们，并带领着大家一边参观，
一边现场讲解。动物医院的设施挺齐全，
健康咨询台、化验室、处置室、输液室、住院
室、手术室、诊疗室、美容室……小记者们
纷纷感叹：这和我们人类平时生病了去医
院诊疗的流程和诊疗室都基本相同啊。

工作人员店长给大家介绍了宠物各
方面养护知识，宠物日常饮食与如何养护
健康问题，最常见的家宠该如何按需喂
养，科学养宠，以及在日常工作流程，如接
待宠物主人、宠物出诊、检查、诊断与治疗

等环节。“原来动物看病也是需要望、闻、
问、切的哦！”

在讲解环节中，工作人员告诉小记者
们动物常见的疾病有哪些，医生对动物救
治和人救治有什么不一样，救治动物有什
么难点，遇到流浪动物应该怎么做等，并
分享了医生给动物治疗中一些难忘的故
事。在参观手术室时，医生还给大家讲解
了各种仪器的用途。

小记者们听得津津有味，瞬间解开了
心中的疑团，同时还不忘拿出笔记本认真
做下记录。果然，认真听讲解的小记者们
在后面的有奖问答环节中就收获了自己
心仪的奖品。

本次参观，小记者们学习到了宠物护
理的基本知识，意识到了宠物医疗行业的
重要性，以及对宠物需要的责任与爱护。
在养宠物之前要考虑再三，不要因一时冲
动最后遗弃宠物，要有一定的责任心。

小记者参观宠物医院

和“毛孩子”来一场约会

小记者参观宠物手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