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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024年高考慈善助学方案出炉

困难学生可获资助3000元
近日，我市2024年高考慈善助学方案出炉，江门市教育局会同江门军分区、五邑慈善会、江门市慈

善会等设立“国防优待金”“五邑慈善会高考助学金”“江门市慈善会‘蒲公英关爱行动’”等3项社会助学
金帮扶方案，以激励我市高三学子奋发进取，帮助困难学生完成更高层次教育，让慈善、互助理念在学生
心里生根发芽。

文/曾婧

五邑慈善会高考助学金资助对象为
就读江门市域范围内高中阶段学校，家
庭经济困难，持有县（区）级以上民政部
门核发的《广东省城乡居（村）民最低生
活保障金领取证》或《最低生活保障边缘

家庭证》，并在今年高考中分数达到本科
批次录取线以上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
金额为每人3000元。

符合条件的考生在高考成绩公布后
3日内根据家庭情况和高考成绩向就读

学校申请，填写五邑慈善会助学申请表，
连同相关证件复印件上交学校。学校组
织初审推荐后，上报所属教育局汇总审
核。

方案规定，各市、区教育局、市直学

校需在高考成绩公布15日内交江门市
教育局助学中心。受助学生名单将会在
江门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江门市教育局
部门频道和学生就读学校进行公示。

五邑慈善会高考助学金 资助金额为每人3000元

青苹果“少年侨乡行，院士精神存”主题研学活动第二期圆满结束

侨乡少年开展文化寻根之旅
“参加这次研学，我太开心了！”青苹

果小记者、新会圭峰小学三（8）班学生林

靖敏兴奋地说，“内容丰富又有趣，有得

吃、有得玩，可以用眼睛看，还可以动手实

践，让我们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家乡文化。”

5月19日，青苹果“少年侨乡行，院士

精神存”主题研学活动第二期顺利出行，

35名侨乡少年走进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

物馆（以下简称“侨博馆”）、陈垣故居以及

广东新宝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宝

堂”）等地，开展一

场文化寻根之

旅，让院士之光

照亮侨乡少年

的心。

文/图 陈慕欢

当天上午9时许，营员们在青
苹果研学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侨博
馆。侨博馆讲解员全程提供导赏服
务，带着营员们开展了一次有趣的

“研学大闯关”。
在“码头”旁，营员们了解江门

华侨华人远渡重洋艰苦谋生的血泪
史；走进“旧金山唐人街”模拟街景，
沉浸式体验华侨华人在唐人街营生
的情景；踏进模拟火车车厢，聆听我

国最长侨办民营铁路——新宁
铁路的建设历程；场馆内的
多媒体互动游戏以及打卡
盖章环节，更为研学之旅
增添不少趣味。

两个小时的深度
游，营员们边看、边听、
边完成研学手册，深入
了解了华侨华人的海外
奋斗史与伟大贡献。五

邑大学第一附属小学（朗晴
小学）一（1）班学生区曦文年

纪虽小，但是颇有见地：“听到讲
解员哥哥说，以前许多中国人被‘卖
猪仔’到外国做苦力，要挖矿、修铁
路、建桥梁，许多人生病、死亡，真的
太惨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经历

的苦难。”
林靖敏也说：

“我对以前五邑华
侨华人到海外打苦
工、创业兴国的历
史了解得很少。这
次宝贵的研学之旅
让我开了眼界，对
侨乡文化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同学们，你们想想，82岁的你
会是怎样的？”在陈垣故居，青苹果
研学老师向营员们发问。

“那时候我应该弯腰驼背、老眼
昏花了吧！”“天天去公园里下棋、钓
鱼！”营员们顿时来了兴致，七嘴八
舌地说道。

“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
学家、教育家、国学大师，毛主席称
他是‘国宝’。1961年，陈垣先生已
经82岁高龄，那时候，仍坚持不懈
地研究学问，还向青少年们‘劝学’，
对此你们怎么评价？”“这真的是活
到老、学到老！”

营员们走进陈垣故居，认真参
观馆内珍藏的历史照片和文献资
料，仿佛穿越时空，聆听院士教诲。
大家还翻开了《江门日报·青苹果》
校园专刊，阅读《“国宝”陈垣》这篇
院士故事，了解陈垣先生在严谨治
学、尊史立著、重教传承、抗日救国
方面的事迹，感受陈垣先生的爱国
情怀和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追
求。

蓬江区丰乐小学五（4）班学生
程乐感慨地说：“原来我们江门有这
么多厉害的院士！我
们要认真学习和
传承陈垣先生
的学术精神
及 爱 国 精
神，为祖国
的繁荣富
强贡献自
己 的 力
量。”

小小的一块陈皮，为什么会有这
么高的价格和地位？学生们怀揣着疑
问，走进了新宝堂。

走进新宝堂，仿佛走进了一个陈
皮“王国”，空气中飘着陈皮醇厚浓郁
的香气。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营员们
参观了陈皮酵素生产车间、了解新会
陈皮系列产品、观看新会陈皮炮制技
艺宣传片、品尝陈皮水以及各种陈皮
饮品等，调动全身感官，细品新会陈皮
独特的韵味，感受传统工艺与现代科
技的交融之美。

新会圭峰小学四（7）班学生黄晨
曦惊讶地说：“原来新会陈皮不仅是用
来煲汤的，还可以做成陈皮酸奶、陈皮
咖啡、陈皮气泡水等新型饮品，废弃的
果肉还可以做成酵素，满足了人们对
健康、美味和个性化的追求。”

新宝堂作为一家拥有116年历史
的“中华老字号”企业，不仅承载着深
厚的品牌文化底蕴，还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省级传
承人单位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
性保护示范基地，以传承新会陈皮的
传统工艺和文化为己任。青苹果“少
年侨乡行，院士精神存”主题研学活动
就是由新宝堂赞助，旨在让侨乡少年
们真切感受灿烂的新会陈皮文化。

青苹果工作室负责人介绍，
该主题研学活动共设4条线路，
带领侨乡少年们重走院士成长
路，探寻本土文化的独特魅
力。活动全程邀请专人讲解，
专业老师带队，研学导师全程
跟进导学、研学、展学三部
曲。《江门日报》进行全程报道，

《江门日报·青苹果》校园专刊开
设栏目，展示营员风采及感悟。

前两期活动一经推出，即受到热捧，
得到营员及家长倾情点赞。

侨博馆深度游
探寻华侨奋斗史

对话“国宝”陈垣
传承院士精神

调动全身感官
细品陈皮之韵

分豆子、包书皮、换被芯……远
昌小学举办了劳动技能大赛，学生们
上台展示了“看家”本领。从学生们
娴熟的动作中可见，劳动教育已渗透
到学生的衣食住行中。除此之外，现
场还开展了劳动技能课堂，学生们学
习搓汤圆、无土栽培、包扎蔬菜花束
等技能，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长长的鞋带在孩子们的手中灵
活穿梭、上下翻飞，有的鞋带绑成了
蝴蝶的形状，有的像是兔子的耳朵
……白藤小学同样举办了劳动技能
大赛，学生们自信展示了缝纽扣、系

鞋带、做凉拌、包饺子等“拿手好
戏”。另外，手工艺品制作、创意种
植、科技小发明、手抄报等劳动成果
展，也无不显示着学生们的劳动热情
和创造力。

篁湾中心小学的孩子们则发挥
智慧，巧手创作出以“荷塘纱龙”为主
题的文创作品。创意十足的龙服、龙
头，绚丽多彩的纸袋、纸伞、纸盘、扇
子、竹簸箕等，充分体现了荷塘纱龙
的魅力。学生们通过灵巧手艺，使非
遗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江门日报讯（文/图 李彤）“三
分钟内，我们投进了24个，简直是意
外惊喜！”近日，江门市实验小学校园
内，校园“投石器大赛”一触即发，人
群中传出阵阵惊呼。这是农林片区
以“投石器大赛”形式开展的首届劳
技实践挑战赛。

投石器是古代的大型机械武器，
通过机械装置将石块或其他投掷物
抛射出去，多用于攻城战中。该比赛
模拟古代“投石器”的原理，原材料简
单，几根竹筷子、塑料勺子、橡皮筋在
学生们的一双巧手下，摇身一变，变
成能够把乒乓球投射到远处的定点
装置，趣味性十足。

来自江门市实验小学、江门市农
林小学、蓬江区农林双朗小学、江门
市紫沙小学和蓬江区发展小学5所
学校共20名学生参与，每所学校派
出2支队伍，每支队伍2人，学生们在
老师的指导下制作投石器，并在现场

进行投射比赛。最终评出4支队伍
获得一等奖。

江门市实验小学六（2）班艾靖轩
和赖琮炷以三分钟内投进24个的成
绩获得一等奖。他们表示：“我们从4
月底就开始着手准备这项比赛，测试
时我们三分钟内只能投中14个，比
赛时能投中24个，是意料之外的惊
喜，也是多次练习的结果。”

“这是我们农林片区举办的首届
劳技实践挑战赛，也是一次融合科
学、劳动的跨学科新尝试。比赛选择

‘投石器’作为比赛形式，能锻炼学生
们的动手能力、自学能力，为他们打
造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他们意
识到，劳动课不只是‘种植’‘烹饪’，
还可以和书本上学到的抛物线、弹力
等科学知识相互融合，在实践中学
习，在学习中实践。”江门市实验小学
总务处副主任、农林片区科学教研员
林健生如是说。

荷塘中心学校举办中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示活动

让劳动教育有料有味有意义
旧农具展、做荷塘美食、展示非遗文创、比拼劳动技能……5月14日—17

日，蓬江区荷塘中心学校举办了2024年荷塘镇中小学劳动教育成果展示活

动，各校在校园中相继开展了形式多样、亮点纷呈的活动，师生们全员参与，

呈上了一场又一场劳动教育成果“盛宴”。

文/图 陈慕欢

农林片区开展首届劳技实践挑战赛

“投石器”趣味足

“咦，这是什么？”“这是用来做什
么的？”联育小学别出心裁，收集、展
出了一批传统农耕用具和民俗文化
物品，如老式自行车、鱼篓、泥耙、秤
等，吸引大家驻足观看。

“同学们看，这个叫泥耙，我小时
候就用这个来松土种甘蔗……”联育
小学校长陈楚强亲自上阵，为学生们
介绍老物件的用途，讲述他年轻时辛
勤劳动的故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
味。学生们感叹先辈们的智慧及创
造精神，纷纷表示体验农耕生活十分

有意义。
良山小学的劳动教育成果展别

具一格：在鸡鸭猪养殖区，学生们向
参观者介绍了喂养家禽、清理养殖场
地等知识和技巧；在泡沫箱种植区，
学生们展示自己利用泡沫箱、饮料瓶
等废弃物品精心栽种的植物；“红领
巾理发社团”上线，孩子们理发有板
有眼……充分展示了该校学生在农
作、家禽养殖、生活自理、美食制作等
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

“荷塘本地特色美食很多，通过
了解和制作本地美食，学生们会更加
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三良小学校长
高永辉说。劳动文化节现场，学生们
亲自体验做炒米饼、炸油角、做艾糍、
做叶贴等，在体验中学习，在劳动中
成长，劳动教育变得有滋有味。

禾冈小学的学生们同样化身为
“美食小达人”，现场制作起口感软糯
的艾糍、酥脆咸香的牛耳壳、鲜美嫩
滑的荷塘鱼饼等，师生们尝过都竖起
了大拇指。与此同时，学校后门的山
坡上，每周一次的亲子野炊活动热烈
开展。在老师、家长们的带领下，学

生们参与了买菜、备菜、生火、做饭的
全过程，亲手烹制了香喷喷的午餐，
在烟火气中体验劳动的乐趣。

荷塘中学的劳动文化节设置了
多项技能展示环节：“劳动小能手”评
比活动，以视频的形式展示出学生们
烹饪、折叠衣服、手工制作、扎染等劳
动情景；现场，学生们上台展示了制
作糖画、插花、扭气球等精湛的劳动
技能；“厨神争霸赛”把活动推向高
潮，荷塘鱼饼、香辣小龙虾、至尊扒
王、猪舌炒蒜苔……一碟碟美味佳肴
让人垂涎三尺，选手们用色香味征服
评委与观众。

有料！劳动小能手展示技能

有味！本地美食飘香校园

有意义！体验农耕生活

国防优待金是2023年新开设的一
个助学项目，由江门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和江门市教育局发起，旨在支持国防和
军队建设事业，进一步鼓励广大青年学
子踊跃报考军队院校和应招军队飞行

员。
国防优待金面向江门全体学生，资

助对象为江门市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军
队院校录取或被招录为军队飞行员的高
中毕业生。优待金将由江门市慈善会教

育发展基金统筹安排，为优待对象一次
性发放5000元。

江门市教育局将统计我市考取军队
院校和招录为军队飞行员的学生，并由
市教育局、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共同审核，

确定发放对象名单。名单确认后，市教
育局将按程序申报资金，并通过银行转
账方式发放至优待对象。优待金发放工
作全程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和社会的
监督。

江门市慈善会“蒲公英关爱行动”资
助对象为2024年市直和各县（市、区）普
通高中被录取入大学本科的困难（低保
低收或困难边缘）家庭学生，优先资助本
科提前录取批次的困难学生，资助金额

为每人3000元。
“蒲公英关爱行动”扶助名额初定为

60人。其中，市直和蓬江区、江海区、新
会区的名额共36名；台山市、开平市、恩
平市、鹤山市的名额共24名。各校具体

名额由市教育局根据各县（市、区）、市直
学校筛选上报学生的实际情况审核确
定。

值得一提的是，困难家庭学生可同
时申请多项助学金，市教育局助学中心

将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五邑慈善会、
江门市慈善会资助项目将按照“不得重
复享受”原则，确定学生最终接受的资助
项目。

国防优待金 资助被军队院校录取的高中毕业生

江门市慈善会“蒲公英关爱行动”扶助名额初定60人

三良小学的学生们在体验风筝制作工艺三良小学的学生们在体验风筝制作工艺。。

学生们在制作投石器学生们在制作投石器。。

▲营员们在
陈垣故居合影。

▶侨乡少年走进新宝堂，
了解新会陈皮文化。

◀在侨博
馆，营员们了
解新宁铁路的
修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