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生放学，父母还没下班，这段空窗期
同学们该去哪？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开设的

“向阳花四点半”学堂，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日前，该辖区同学们迎来一堂别具一格的

科学启蒙课程。他们观看了《关于风的故事》
科普动画，对风的形成及其影响有了初步了
解。科学老师借助气象图讲解了如何解读天气
预报中的风向、风速和风力等级信息；通过展
示图片和实例，引导同学们辨识有益的风和可
能造成破坏的风，并传授了极端天气条件下如
何进行自我保护的方法；利用问答和游戏方
式，介绍了风向标的原理以及与风相关的古诗
词，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储备。

本堂科学课，吸引了辖区20余名小学生参
与，赢得了孩子及家长的好评。学生们表示：

“科学课太神奇了，我还想再来！”
为解决小学生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不

匹配问题，向阳社区着力打造“科普营口”科
普研学实践共享基地，制定科普研学实践合作
机制，通过公益性质的课程与安全管理，填补
了“学生放学后 家长下班前”的监护空窗
期。社区将不断优化学堂课程体系，推出更多
富有教育意义且充满乐趣的特色活动，助力辖
区内青少年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崔薇薇

“向阳花四点半”学堂开课啦

4月1日至9日，站前区青年小学教育集团
南开分校举办第二届“校园读书节图书‘换’
乐购”活动。3000 余名师生按年级分批参与，
以书会友，共享阅读之乐。

“快来换购传记、故事，应有尽有，错过今
天再等一年！”

“童书换名著，知识增值看得见！”
……
体育馆内，各班图书推荐官卖力地吆喝

着，展示本班图书特色。学生们抱着自己的图书
穿梭其中，先仔细翻阅比对，确认心仪书目后再
进行“谈判”。舒业晗同学为获得精装版《中国
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不惜以3本珍藏版连环画
交换，成交后立刻席地品读，专注的模样引得家
长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一名五年级男生用《安

徒生童话》成功换得《三体》少年版后，激动得
原地转圈儿……一名首次参与换购的一年级同学
紧攥着《猜猜我有多爱你》，在老师引导下换到
人生第一本自主选择的《神奇校车》后，兴奋地
扑进妈妈怀里。连续两年参与活动的家长周女士
感慨更深：“去年，孩子只会追着彩页书跑，今
年，主动用《夏洛的网》换了《万物简史》，睡
前还跟我讨论虫洞原理呢。”

南开分校党支部书记兼执行校长张好，成
为学生们争相与之交换书籍的对象。她惊喜地
发现，今年，《平凡的世界》《苏菲的世界》等
深度读物占比明显提升，“孩子们不仅学会了分
享，更在阅读品味上实现了跨越。”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图书“换”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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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圣女果 致富大产业
——大石桥市旗口镇设施农业拉动经济振兴

走进农户马涛的设施大棚，挂
满藤蔓的金黄色圣女果格外喜人。

“这两天，圣女果的价格又涨了，每
斤大概能涨1块多，批发价每斤超过
4.5元。”今春，马涛种植的这一茬圣
女果纯收入预计达20万元左右。手
捧小小圣女果，马涛满脸喜色，“圣
女果可是咱村致富的大产业。”

在大石桥市旗口镇长屯子村，
像马涛这样种植圣女果的农户不在
少数。据了解，该镇是集蔬菜种
植、批发、科普培训、技术推广于
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大镇，大棚种植
产业已有20多年历史。目前，全镇
有大棚 850 余栋，生产面积 1120 余
亩。产出的蔬菜销售周边 4 个省的
10 多个城市。棚菜生产已经成为全
镇主导产业，从事销售的经纪人达
17户。

近年来，旗口镇的圣女果凭借
优良品质深受客商青睐，种植规模
不断扩大。据镇综合事务服务中心

农业站站长尹志宽介绍：“旗口镇的
设施大棚一年种植两茬，上半年一
茬圣女果产量可达 1300 万斤，下半
年一茬黄瓜产量达 2400 万斤，全镇
大棚蔬菜年产值达到1.2亿元，人均
收入突破40000元，实实在在地促进
了农民增收致富。”

旗口镇坚持以科技赋能生产经
营，与辽宁省农科院、沈阳农业大
学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广泛开展
合作，培育设施蔬菜标准化种质，
研发圣女果种植标准化技术规程。
通过放养比利时雄蜂进行授粉，减
少了农药使用量，提升了产品品
质。此外，该镇还先后引进碧娇
109、粉佳 109、粉贝丽、花甜紫等
品种，同步推进圣女果生产全程数
字化、智慧化进程，取得显著成
效。该镇借助涉农贷款政策扶持，
累计发放贷款金额 1200 余万元，助
力设施农业升级改造，推动了设施
农业的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仲属宁 文/摄

日前，市志愿服务联合会联
合市育才中学共同开展助残慰问
活动。

当天，在联合会工作人员带
领下，部分学生与家长组成爱心
小队，带着生活物资来到残疾人
家里，了解其生活状况与需求，
帮忙打扫卫生，用行动传递爱心。

一名学生说：“这次活动让
我懂得，弱势群体需要关爱 。
我们要力所能及助人，让社会
更温暖。”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持续开展公益行动，
带动更多人参与志愿服务。

本报记者 王 姝

爱心助残 青春担当

“电力员工随手拍摄的变电站
照片，可能成为境外势力定位关
键设施的线索！”4月14日，第十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
际，国网盖州市供电公司举办

“法治护航 萤火同行”主题普法
活动。公司法律顾问以真实案例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
法》核心条款，一支由青年电力
员工组成的“萤火卫士”宣传队
也在活动中正式亮相。

结合近年发生的电力行业典

型案例，公司法律顾问为员工详
细讲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安全法》相关条款。“以前觉得国
家安全离我们很远，现在才知
道，每个操作都关乎大局。”员工
吕鸿达感慨道。

当天，公司员工签署了 《国
家安全承诺书》。活动结束后，

“萤火卫士”宣传队将陆续走进盖
州市 10 余个供电所及多个社区，
开展普法宣传活动。

王 楚

“萤火卫士”
探索国家安全教育新模式

近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正式启动为期一年的肉制品小
作坊专项整治提升行动，进一
步强化肉制品小作坊食品安全
监管，促进行业质量提升，保
障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据介绍，此次行动的整治
对象，覆盖全市所有肉制品生
产加工小作坊，包括季节性生
产以及长期停产的小作坊。整
治行动将在摸清底数后开展培
训指导，提升从业者的专业知
识与规范意识。至4月
9日，已完成市区内40
余家肉制品小作坊的业

务指导培训。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该专项行动将对
各小作坊的生产过程、环境卫
生、原辅料使用等进行严格检
查。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
促小作坊限期整改，促使其达
到更高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将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通过一系
列扎实举措，提升我市肉制品
小作坊的整体水平。

本报记者 仲属宁

专项整治肉制品小作坊

“我家电表不显示数字，是不
是出问题啦？”4月11日上午，家
住站前区康泰小区的郑女士联系
到国网营口市站前区供电分公
司，言语间满是焦虑。

接到反馈后，公司雷锋共产
党员服务队队员迅速赶到，对电
表的表计系统进行详细检查。电
表回数、采集、接线均正常，是
电表电池没电，导致显示问题。

“您放心，是电池没电了，不影响
电表计量，不会多收您的电费。

根据规定，我们可以为您更换一
块新电表，不耽误您正常用电。”
队员向郑女士解释道。

新电表安装完成后，队员还
讲解了电表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
法，以及如何使用网上查询用电
量和电费明细。看着刚换的新电
表，郑女士面带笑容：“年纪大
了，生活比较节俭，怕用电多，
所以总要看看。小伙子，你们服
务真好，大姨给你们点赞！”

本报记者 孙文茹

电表不显数字
队员迅速更换

日前，市直机关工委组织市直机关单位
400余名干部职工利用午休时间，在市第一中
学体育馆、营口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篮球馆同

步开展“党建引领强体
魄 健康机关伴我行”主
题健身活动。

活动特邀市武术协
会专业人员担任教学工
作 ，每个场地配置“主
讲+助教”双师组合。主
讲老师将八段锦的 8 个
体式，通过动作拆解的
方式，详细讲解手型、步
型及呼吸配合要领；助
教老师针对“耸肩含胸”

“重心偏移”等常见问题
进行逐一纠错，确保动
作规范到位。

“‘摇头摆尾去心火’动作，要注意以腰为
轴带动上半身扭转，同时配合呼吸。”在市第一

中学体育馆，王天涛老师边示范边提醒学员，
“八段锦讲究‘形、气、神’合一，初学者要注意
体态中正、心神宁静。”

活动现场，学员们随着舒缓的音乐舒展
身体。学员王女士表示：“久坐办公室，肩颈
僵硬、腰背酸痛成了‘职业病’。报名前还担
心能否跟上教学进度，没想到，在老师的讲
解下，大家都能很快掌握动作要领。通过40
分钟的锻炼，感觉肩背放松了许多，精神状
态也好多了。”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干部职工
树立‘健康生活 高效工作’理念。”市直机
关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市直机关
干部职工带头践行全民健身战略，产生积极
示范效应，加快形成“处处可健身 人人爱运
动”的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赵 颖 文/摄

我市开展“健康机关”健身活动

农家院的春天 特约通讯员 宋振友 摄于站前区东兴街道大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