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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筑梦
点亮艺术梦想

“老师，我好舍不得你们。”“老师，
你们明年还会再来吗？”……日前，站
在万宁市兴隆中心学校门口，望着孩
子们不舍的眼神，海南大学海德书院
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梁淑仪不禁落
下泪来，“原本想笑着和孩子们道别，
没想到自己却从头哭到尾”。

今年7月中旬，海南大学海德书院
“艺彩筑梦”志愿服务实践团成员前往
万宁市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开展为
期10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暨兴隆支教行
活动。

“兴隆咖啡是当地特色产品，我们
可以给孩子们讲解与咖啡相关的知
识，激发他们对当地文化的认同感
……”给孩子们授课前，实践团成员针
对“如何将当地特色文化与支教课程
相结合”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海南大学海德书院“艺彩筑梦”志
愿服务实践团指导老师芦怡睿介绍，
依托学校书院制改革优势，该校来自
艺术设计、绘画、视觉传达、新闻与传
播、思想政治等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
大学生得以聚在一起，参加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

据介绍，实践团成员充分发挥各
自专业优势，为孩子们打造了“海南热
带植物拓印”“兴隆咖啡文化创作”“黎
锦纹样设计”等八大创新美育课程。
为了集中展示孩子们的学习成果，他
们在支教期间还精心策划了“艺彩筑
梦”学生作品展。

从色彩斑斓的黎锦绘画到创意十
足的兴隆咖啡主题绘画，从细腻入微
的植物拓印画到充满科幻色彩的航天
模型绘画……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让实践团成员叹为观止。“我
们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布置展览。次
日凌晨2点，当最后一幅作品被挂在
展板上，我们才终于松了口气。”梁淑
仪说。

“这次展览让我深刻体会到教育
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点燃
孩子心中的热情与梦想。”海南大学海
德书院艺术设计专业研究生徐鹤轩表
示，这段支教经历，不仅仅是一次暑期
社会实践，更是一次心与心的连接。

送法下乡
让普法宣传更走“心”

“很多人都听说过校园欺凌。除
了言语和身体上的欺凌，还有一种伤
害，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日前，一场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知识讲座，在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开讲。
刚一开场，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e
法同行·守护‘未’来”公益法律服务
宣讲团（以下简称宣讲团）成员就抛
出了这个问题。

话音刚落，台下有人摇摇头，有人

陷入了沉思。“比如，有些孩子建微信

群骂其他同学，这就属于网络欺凌。”

宣讲团成员补充道。

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中，宣讲团

成员用生动鲜活的案例宣传《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条例》相关知识。讲座结

束后，许多家长拿着宣讲手册向他们

咨询法律问题。“很多村民表示这样的

普法讲座很有意思，希望我们能多讲

几场。”海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宣讲团负责人唐欣瑜说。

作为我省首支大学生网信普法志
愿服务队，宣讲团今年暑期组织25名
师生送法进乡镇、进校园、进社区、进
企业，已累计开展14场线下普法活动，

参与群众1000余人次。
为了将晦涩难懂的法律专业术语

说得更浅显易懂，唐欣瑜、宣讲团实践
导师刘悦笛和大学生们，一改传统的

“说教式”“灌输式”解读，从现象和问
题出发不断提升普法活动的吸引力。

“仅仅是宣讲活动的幻灯片，我们就前
后打磨修改了数十遍。”海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学生、宣讲团成员陈奥林说。

近两个月来，宣讲团持续开展送
法下乡活动，足迹遍布海口、三亚、琼
海、万宁、陵水、临高、东方等地。陈奥
林说，他们身着统一的文化衫，在田野
与村庄中为群众讲解法律知识，帮助
他们解决问题，“那一刻真是成就感十
足”。

为了进一步扩大普法宣传覆盖
面，宣讲团还通过录制普法云课堂视
频、网络直播等方式，积极开展线上普
法活动。“暑假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普
法工作没有终点，我们接下来会继续
利用周末时间开展公益普法活动。”唐
欣瑜说。

“救”在身边
应急培训进乡村

位于临高县新盈镇北面的昆社
村，是当地的渔业大村。今年暑假，为
了提升村民在紧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
能力，海南医科大学药学院“士庇天
下 悬壶临乡”乡村振兴服务队（以下
简称乡村振兴服务队）在该村开展了
一系列实用急救技能培训和讲授中
暑、热射病等病症的急救知识。

心肺复苏、止血包扎、海姆立克急
救法……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的现场
演示，吸引了很多渔民前来学习。“黄
大哥是一名船老大，拥有丰富的出海
经验，但从未系统学过专业急救知
识。这次的急救技能培训，他学得很
认真。”海南医科大学药学院学生王瀚
民告诉记者。

王瀚民说，当地村民大多讲方
言。为了解决沟通不畅的问题，服务
队还专门招募了两名临高籍学生一边
充当“翻译官”，一边为村民讲解培训
知识。

除了讲解理论知识外，现场实操

也是重要一环。“气道异物梗阻，就是

有东西堵住呼吸道无法排出，这时就

需要人工辅助把异物排出来。”在乡

村振兴服务队队员手把手的指导下，

村民们轮番上场进行实际操作，收获

颇丰。

“从短期来看，此次实用急救技能

培训提高了村民的急救水平，可以帮

助他们在遇到突发情况时能够自救或

救助他人；从长期来看，我们拍摄的相

关照片和视频等，今后也能帮助更多

人学习急救技能知识。”海南医科大学

药学院学生邵婧渺说。

海南医科大学药学院“士庇天下 悬
壶临乡”乡村振兴服务队在临高县新盈
镇昆社村开展急救技能培训。

本文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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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
文具用品来一套

近期，“开学经济”持续升温，中小
学生和家长纷纷为新学年做准备，教
辅书籍、文具等成为热销品。

日前，在三亚市迎宾路一家文具
店里，三亚市民黄女士带着儿子权权
挑选文具。权权是三亚迎宾学校一年
级新生。开学前，学校已为家长推荐
了“小学一年级物品准备清单”。

“从8月中旬起，我们就开始为孩
子准备‘开学装备’，书包、笔袋、文具
都是新的。”黄女士告诉记者，让孩子
挑选自己喜欢的文具，能让他对新学
校、新学期充满新鲜感。

海口市民林女士的双胞胎儿子，
都是海口金盘实验学校三年级学
生。“我在网上给他们分别购买了一
套文具套装，里面有中性笔、铅笔、笔
记本、尺子、橡皮等。”林女士笑着对
记者说。

海口市第十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冯
芷晨，开学前就为自己准备了简约实
用的文具。“我不太喜欢那些昂贵、花
哨的笔和笔记本，不仅没有太大用处，
还会增加父母的负担。”冯芷晨说。

“开学前，我买了一些教辅类学习
资料提前预习。”海口市第一中学初三
年级学生陈立果说，“我还买了一个新
书包，里面装满了我对新学年的希望
和期待。”

大一新生：
电子产品是标配

和中小学生相比，许多大一新生
的“开学装备”则多了笔记本电脑、平
板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

近日，18岁的海口学子陈琦菲从
海口飞往西安，开启大学生活。她的
行李箱里装满了日常用品，其中大部
分都是父母给她购买的衣服。从高中
开始就喜欢用视频记录日常生活的陈
琦菲，携带的“开学装备”还有手机、自
拍杆和电脑等物品，“我想用这些电子
产品记录美好的大学生活，和亲朋好
友分享自己的近况”。

为了迎接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
儋州学子许庆用暑假打工的收入，给
自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是他人
生中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许庆认为，笔记本电脑是大学生
日常学习的必备工具，“很多学习资料
都要通过电脑查找，大学一些线上作
业也要用电脑完成。这台性能稳定、
轻薄便携的笔记本电脑，能让我的学
习和生活更高效”。

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
品，也在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专业
大一学生陈明松的“大学物品清单”
中。他几乎每天都会通过手机和远在
文昌的家人、朋友联系，分享自己在大
学里的所见所闻，“我还在手机上下载
了许多学习类App”。

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受访者表
示，购买“开学装备”应根据家庭经济
状况和实际需求理性消费。无论是电
子产品还是服装、生活用品等，都要按
需购买、切勿攀比。

大学老生：
上演校园版“舌尖上的中国”

每年开学季，全国各大高校都会
纷纷上演一场校园版“舌尖上的中
国”。许多学子在自己的行囊中装入
极具特色的地方特产，跨越山海、飘香
全国。

9月1日，刚走到大学宿舍门口，
厦门大学大三学生劳兰婷就受到室友
的热烈欢迎。椰子糖、芒果干、锦山牛
肉干、罐装清补凉……每逢开学季，劳
兰婷都会给室友们购买一些海南家乡
特产。“天津的室友带了龙须酥，澳门
的室友带了荔枝红茶，我们一边吃着
美食，一边谈天说地，很开心！”劳兰婷
笑着说。

台湾的牛轧糖、山东烟台的苹果、
宁夏的八宝茶、海南的清补凉……近
日，中央民族大学大四学生周家仪所
在的宿舍里，同样上演着校园版“舌尖
上的中国”，他们纷纷把家乡的特产

“投喂”给室友们。
周家仪告诉记者，分享各地美食，

不仅能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也能帮
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各地美食和文
化，“我之前还给室友们邮寄过三亚
芒果和海口火山荔枝，他们都觉得很
好吃”。

“今年本来想给室友们带一个菠
萝蜜，但实在太重了，我就换成了菠萝
蜜干。”来自海南琼海的清华大学大四
学生黄品彰说，“我希望通过家乡特产
让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们感受到海南
的独特魅力。”

作为清华大学学生海南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黄品彰想在今年学校的
社团活动中宣传推介海南特产，邀请
同学们现场品尝海南美食。“在以前
举行的类似活动中，椰汁和清补凉等
美食和椰雕等手工艺品特别受欢
迎。”

重庆移通学院大二学生郭月，近
日为每位室友都准备了一份“椰子大
礼包”，里面有椰子糖、椰子粉、椰子
糕、椰子饭等海南特产，“希望能让她
们感受到浓浓的海岛风情”。

三亚航空旅游学院大三学生黄梓
浩来自广东茂名。“我的行李箱里装了
一大袋马拉糕和古粽籺，都是我们家
乡的传统美食。”黄梓浩说，“古粽籺是
我和家人包的，里面放了腊肠、肉、花
生等，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家乡味，希望
室友们也能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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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开学季，“开学经
济”持续升温，学子们纷纷带着
各自的“开学装备”踏上求学之
路。

近期，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在我省多个市县走访发现，铅
笔、橡皮擦、三角尺等文具，是许
多中小学生的“常规装备”；手
机、笔记本电脑等是许多大一新
生的“必备物品”；文昌鸡、椰子
糖等家乡特产则是很多大学老
生行李箱中的“常客”。

青
春
﹃
三
下
乡
﹄

今年暑期，一场场社会实践活动在琼州大地
展开。我省多所高校学子背起行囊深入田间地
头，参加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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