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子游戏、户外互动游戏，孩子们
在服装秀、扎染、足球、体能、陶泥等多
彩活动中恣意欢腾、尽情欢笑……

不久前，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十
幼儿园的一场以“开心陪伴·放手游戏·
日见成长”为主题的家长开放日，让家
长对于该园倡导的“每个生命成为更好
的自己”有了更生动的理解。“看到宝贝
独立完成自己的事情，很惊喜！”家长感
慨地说。

自去年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 24个幼儿园保育教育质
量提升实验区以来，康巴什区从“相信
儿童是有能力的学习者”理念出发，坚
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进行一系列幼儿
园保育教育课程改革。

目前，在康巴什，一场以“幼有优
育”为目标的保育教育质量提升实验区
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走进康巴什
区幼儿园，仿佛踏入一个充满童趣和自
然气息的梦幻乐园。幼儿园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打造出亲近自然、生态环保、
立体化的户外空间环境，孩子们在这里
踩着松软的泥土，近距离观察植物生
长、亲手喂养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神

奇与美妙。室内环境同样让小朋友们
喜欢，低结构材料的丰富投放，激发了
孩子们无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每个角
落都成为孩子们探索和发现的小世界。

对于游戏这个伴随孩子整个童年的
“小伙伴”，“相信儿童、放手游戏”成为孩
子们学习与发展的主要方式。幼儿园赋
予孩子们游戏和材料使用的自主权与决
定权，让他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节奏自
由选择游戏内容和形式。通过提升幼儿
安全防护能力，允许他们自由探索、自在
奔跑，以此锻炼孩子自我保护的能力。
与之同步的是，教师们细心观察和耐心
倾听，通过绘画表征和一对一倾听记录，
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真兴趣、真需求，以真
实的案例让家长看到孩子们的体验和成
长，构建健康和谐的家园关系。

教育事业是康巴什区的立身之本、
兴城之要。目前康巴什区共有 23所幼
儿园，公办幼儿园占比 87%，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94%，水平居全国、自治区、
全市前列。目前，康巴什区积极落实教
育部《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
提升保教质量，授牌成立了 12 个实验
园、7个项目园。在康巴什，每一天都充
满新的探索与发现，每个孩子都在快乐
中成长、在成长中提升。

（本栏目图片由康巴什区融媒体中
心提供）

●速览

□郝愿（马头琴文化创意项目创业者）

我12岁起学习马头琴，在多年的学习演奏
过程中，我细致入微地感受到音乐的美妙，渐渐
地爱上这个乐器。2020年，我来到呼和浩特民
族学院，成为马头琴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

日常练琴过程中，我发现马头琴在演奏
中存在着很多难点：由于演奏方式特殊，在演
奏高音把位时会因琴箱的阻挡导致手形发生
变化，同时弓子无法得到完整的运行，这大大
增大了初学者演奏的难度。我开始研究是否
可以通过改变琴箱形制去解决问题。

经过与老师讨论，我们尝试着制作出第一
代新型马头琴，但问题接踵而至。虽然实验让
上述问题得以解决，但却因共鸣空间的减少，
导致新型马头琴的音色发生了变化，实验宣告
失败。2021年，我开始学习马头琴制作，更深
入了解了马头琴的发声结构与共鸣空间声音
传导的原理。拥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后，我再
次投入实验。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与数百次的
实验图纸绘制，我创制出了全新一代马头琴，
成功解决了痛点。相比传统马头琴，新型马头
琴对于学生的学习进阶时间明显缩短，这让我
看到了希望。

带着新型马头琴，我在全国多个省份与城
市进行调研，发现很多人有学习马头琴的想法，
但苦于学习难度大、学习周期长且教学资源少
而止住了脚步。我嗅到商机，产生了创业的想
法。2023年，在老师推荐下，我有幸参与到了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赛事中。《马
背神韵》项目最终获得全国金奖，站上领奖台那
一刻，我感受到了梦想逐渐实现的喜悦。

今年 7月毕业后，我踏上了创业的道路。
我希望依托呼和浩特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
的地域特色，将马头琴艺术与现代文化传媒相
结合，打造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业项目。如
今，我的团队发明了马头琴便携式换线器，创
新编写了马头琴教学教材，录制了马头琴视频
教学课程，研究出一套线上教学体系。我们的
项目从一个想法，逐渐成长为有生命力的实
体。创业之路并不平坦，它充满了挑战和不确
定性。前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汗水和泪水，
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但正是这些挑战，让我更加坚定地将创意
和热情转化为社会价值。我深知，创业不仅是
为了个人的成功，更是为了能够给社会带来积
极的影响。希望通过真情实感的传播，让更多
人了解和欣赏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北疆文
化，为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白莲 整理）

让更多人爱上马头琴

●何以青春

用爱心点亮梦想用爱心点亮梦想 在支教中收获成长在支教中收获成长
□本报记者 白莲

●正青春

在宋胡同小学，每天早晨八点是到校时
间。然而，这里的留守儿童大多由爷爷奶奶
照顾，老人们习惯早早地在七点钟就把孩子
送到学校。

这早到的 1个小时让学生们无所事事，
有的在教室里东张西望，有的在嬉笑打闹。
任德伟老师决定带领他们阅读课外书，希望
能让这段时间变得充实而有意义。

可是，一开始学生们并不喜欢读书。任
德伟没有放弃，他每天早上都会坚持为孩子
们读故事。学生们渐渐地被一个个生动的故

事吸引住了，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眼里闪烁
着好奇的光芒。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故事的兴趣越
来越浓厚，任德伟鼓励他们自主读书。有的
学生还有些犹豫，但在老师的鼓励下，他们慢
慢地拿起了书，开始尝试自己阅读。渐渐地，
每天早上学生们一进教室放下书包，就会迫
不及待地跑到图书角拿书。他们体验到读书
带来的乐趣，早自习的教室里不再嘈杂，而是
一个个安静读书的身影。

这是今年暑假，发生在宋胡同小学的故
事。宋胡同小学位于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
孔集乡，而 21岁的任德伟老师，则是1000多
公里以外、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的一名学生。这跨越山河的缘分，源于

“青益北疆”志愿服务队的牵引。
今年暑假，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

工程学院携手内蒙古营养学会，组织成立“青
益北疆”志愿服务队，赴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
孔集乡宋胡同小学开展暑期支教夏令营“三
下乡”实践活动。服务队共有16人，包括内蒙
古农业大学陈霞、闫鑫磊、王彩霞、赵晓伟4位
指导教师及3名硕士研究生及9名本科生。

在孔集乡，许多孩子因父母外出务工而成
为留守儿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面临家庭教
育缺失、情感关怀不足、语言环境方言化严重、
多元化发展受限等诸多挑战。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服务队精心设计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课
程内容，不仅包含食品营养与安全、音乐、美
术、体育、自然科学、红色教育、科学实验非遗
手工制作等13门课程，还特别利用晨读、诗词
朗诵、红歌学习等方式进行国通语推广。

初到支教学校时，队员们面对的第一个
挑战就是如何与孩子们建立联系。孩子们
的纯真与顽皮让他们感到无奈，每一次课前
的准备，队员们都有些紧张与不安。

“我们课堂讲解时可以
采用图画、实物演示和简单
的手势，一步步引导学生理
解。”队长席培尧提出想法。

正是这种教学方法的
创新，队员们逐渐摸索出适
合孩子们的教学模式。“支
教活动不仅是知识的传授，
更是心灵的交流和情感的
温暖。”队员常淑卿深有感
触地说。

学跳蒙古舞、动手做漆
扇、一起唱红歌……在为期
一个月的支教实践活动中，
全体队员以满腔的热情和高
度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到
工作中，给孩子们带去知识
与欢乐。

“在这段经历中，我收获了许多宝贵的成
长和进步。面对孩子们的各种需求和困惑，
我始终保持耐心，尽最大努力给予他们帮助
和支持。我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也得
到极大的锻炼，深切体会到了团队的力量是
无穷的。”队员萨仁同格力格说。

此外，队员们以调查问卷、走访调研、发
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围绕学校周边地区对学
生家长、老年群体等不同人群普及食品营养
与安全知识，为居民健康贡献力量。

“青益北疆”志愿服务队在宁陵县的支教
活动，获得当地有关部门的关注与好评。志
愿者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爱心，播撒了希
望的种子，他们生动诠释了当代青年的担当，
也架起了校地交流合作的桥梁。服务队受当
地教育部门邀请参加了商丘市第二届暑期大
学生支教论坛，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优秀
队伍分享支教过程中的成果与经验。受当地

文旅局邀请，他们参观了老坚决纪念馆、宁陵
精神展览馆、宁陵万亩梨园红色基地等地。

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于宋胡同小学的
每一个孩子、“青益北疆”志愿服务队的每一
位队员。队员们不仅学会如何面对工作的
挑战，也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规划。有的队
员在与孩子们的接触中发现自己对教育的
热爱，决定将来从事教师工作；有的则在帮
助孩子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了肩负
的社会责任，决心投身于公益事业。每个人
都在这段经历中找到了新的定位、实现了自
我价值的提升。

“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团队成员把这段
宝贵经历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去创造更多的
可能。在乡村振兴道路上，‘青益北疆’志愿
服务队将继续秉承‘以教育促发展，以知识助
振兴’理念，将爱与温暖传播到需要的角落。”
活动总负责人刘润泽表示。

（本栏目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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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 25日讯 （记者 白莲）记者从
内蒙古工业大学获悉，该校化工学院教授竺宁
主持的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硫化物
高效活化二氧化碳转化为精细化学品的设计、
合成与机理研究”目前完成结题验收。

据悉，团队在国际国内率先发现硫元素具
备活化二氧化碳的性能，突破硫化物催化转化
二氧化碳合成精细化学品的难题，成功研发出
三代高效含硫催化剂，并设计出连续化生产工
艺示范路线，为二氧化碳的工业化利用提供了
创新方案。该方案将二氧化碳化气为固、变废
为宝，实现高值化利用，助力高碳产业的低碳
化升级、帮助企业减排增效，对推动我区能源
产业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自然资源与社会经
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在内蒙古自然科学基金持续支持下，竺
宁组建科研创新团队，建立了自治区高校重点
实验室，针对能源领域碳排放的问题，专注于
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原创性研究。项目实施
期间，团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累计发表学
术论文 16篇，申请高价值专利 10余项，培养
15名具有“碳中和”技术背景的硕博士人才。
竺宁表示，团队成员将努力创建硫元素活化二
氧化碳化学转化的理论体系，重点推进其规模
化生产与商业化应用，持续优化二氧化碳化学
转化工艺，探索研发连续流生产设备及配套合
成工艺。

内工大竺宁团队在二氧化碳
资 源 化 利 用 领 域 获 进 展

□本报记者 许敬

“同学们，安全无小事，时刻保持警惕，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
恐怖和特巡警支队战鹰突击队队员们铿锵
有力的话语在校园中回荡，一场别开生面的
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拉开帷幕。

近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
巡警支队联合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公安分
局、交管支队回民大队来到内蒙古财经大
学，为该校 2024级新生带来一场安全教育
宣传活动。

“别动，把刀放下！”活动中，战鹰突击队
的教官们手持警用防护器械，为学校师生现
场演练突发事件的处置。突发事件模拟一
名暴力分子手持刀斧冲击校园大门，并不停
对周围人群进行追砍。事态紧急，学校安保
人员迅速启动“一键报警系统”，并紧急疏散
校园师生。接警后，战鹰突击队迅即启动

“135 快反机制”，全副武装的应急警力如
闪电般快速赶到现场，对暴力分子实施现场
抓捕。喊话、推进、打击、制服、带离……整
个过程惊心动魄，处置快速精准。

演练结束后，战鹰突击队教官们还进行
了现场教学，为学生们演示多种自我防护技
巧。“这些技巧简单实用，让我学会了如何在
紧急情况下保护自己。”该校大一新生王婉
婷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安全知识离我很远，
今天听了讲解，才意识到学习安全知识的必
要性。”

“快看，无人机！”随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
声响起，精彩的警用无人机表演震撼登场。
几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空中潇洒地划出一
道道优美的弧线，时而盘旋上升，时而俯冲下
降，精准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高难度动作。
学生们纷纷抬头仰望，眼中满是对科技力量
的惊叹和向往。

在活动现场，学生们还兴致勃勃地参观
了各类安全宣传展板和战鹰突击队的反恐
防暴装备展示区，近距离地接触警用特种车
辆和先进装备，对安全预防工作有了更加深
入的了解和认识。

反恐演练进校园

本报9月25日讯 （记者 于欣莉）为进
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引导青少年
群体培养良好阅读习惯，连日来，呼和浩特市
新华书店、和林格尔县新华书店等走进学校、
社区，广泛开展“旧书换新友”读书会、“书香润
心灵 文化进社区”读书交流分享等系列主题
活动。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掀起青少年读书
热潮，带动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热爱阅读、热
爱写作。

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第一完小，
一堂别开生面的阅读课激情开讲。活动中，和
林格尔县新华书店精选了《三字经》《弟子规》
《国语》等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中华传统读物，并
邀请同学们分享阅读感悟，以书会友，激发青
少年对国学经典的热爱与探索。同学们的言
谈举止间尽是对书籍生动的解读，眉宇颦首处
无不流露出对文字的真挚热爱。

此系列活动，旨在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激发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培养阅
读习惯，着力提升新华书店公共阅读服务供给
能力和影响力，激发全民阅读热情。

系 列 阅 读 活 动
掀 起 读 书 热 潮

欢快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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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运动会后合影。

文艺汇演。

户外音乐会。

拼搭积木。

手工制作。

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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