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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北京一零一中学收到了全国

青少年模拟政协组委会发来的通知，该校

模拟政协的优秀提案《关于将照护老人技

能培训纳入高中劳动教育课程的建议》于

3 月 4 日提交至全国两会。

提案的撰写者是 6 名来自该校高二国

际部的学生，平均年龄不到 17 岁，关注的是

中国 2.54亿 60周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问题。

他们之间，有着相隔半个世纪的年龄

差 ， 为 什 么 这 群 00 后 会 关 注 到 养 老 话

题 ？ 原 本 6000 字 的 提 案 被 一 次 次 推 翻 、

重写，最终形成一份 1219 字的提案，这

中间又经历了哪些故事？当一群真正的小

孩关注“老小孩”问题后，又会给同学们

自身带来怎样的改变？

真 小 孩 开 始 关 注“ 老 小
孩”的问题

小组成员郭嘉琪记得初中时外公生了

一场大病，那时爸爸长期在外地工作，外婆

早早就过世了，家里只有妈妈一个人，每

天不得不在医院、学校、单位几个地方来

回跑。看着妈妈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郭

嘉琪不知道如何能为妈妈分忧，也不知道

照顾生病的老人时要注意些什么，“只能

在一旁干着急”。

外公最终没能熬过病痛的折磨，离开

了。那段经历让郭嘉琪意识到：“养老知

识其实很重要，我一定要调研清楚养老中

存在的问题。”

一起并肩作战的小伙伴何奕萱心里也

挂念着远在四川的爷爷奶奶、重庆的外公

外婆。父母平时工作忙，生活在北京的他们

很 少 回 老 家 看 望 长 辈 。在 她 的 记 忆 里 ，80
多岁的外公外婆住在山上，需要自己下田

干活，视力听力都逐年下降。“万一有一天

他们走不动路了，干不了活了，需要被人照

顾，那要怎么办？”

在确定提案时，同班同学郝帅也为养

老提案投上了一张赞同票。他的姑姑突发

疾病，因为周边邻居不知道如何抢救，以至

于错过了最佳急救时间，离开人世。“那时

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需改善的状况。”

⋯⋯

长辈的安危让孩子们对养老问题有了

感性认识。在发放了 976 份有效问卷后，他

们得到的数据是：身边 92%以上的同龄人

认 为 自 己 缺 乏 照 护 老 人 所 需 的 常 识 和 技

能，同时 83%的同龄人没有想过未来父母

养老的问题。

当 这 群 真 正 的 小 孩 关 注“ 老 小 孩 ”问

题，当这个关注从情感体验变为理性的课

题时，这群 00 后孩子也在改变。

辅导老师、高二政治老师殷卫霞发现，

首先孩子们的视角变了，从关注自己身边

的老人到关注社会中老年人群体的生活状

态，另外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在变：“过

去他们遇到问题时，首先会抱怨，为了批判

而批判，现在开始思考要如何解决，找出自

己的解决方案，以前是摧毁式的批判，现在

是建设性的批判。”

同学们的做法与专家同步了。我国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庞

大的社会需求相比，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仍

显不足。全国两会期间，全国大人代表李

楠楠就曾建议，养老服务教育，得从娃娃

抓起。

在 一 次 次 受 挫 中 走 进 社
会“大课堂”

这群 00 后是在一次一次的受挫中，走

进社会“大课堂”的。

去年 4 月，他们开始如火如荼地准备

北京市“模拟政协”比赛。起初，他们以为走

出校园对陌生人进行采访并不难。结果，

不少人以“正在吃饭”“有工作要忙”等

理由当场拒绝，“当时心里挺无助的。”郭

嘉琪说，后来，当一个商品推销员接受了

他 们 的 采 访 ， 还 推 荐 了 其 他 的 采 访 对 象

时，她别提多激动了！

除了与陌生人访谈，6 个孩子还去了养

老院、技能培训中心，到了民政局，面对面

向工作人员了解：“为什么没人愿意做养老

服务？养老护工有多匮乏？我们能做什么？”

在一次次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孩子们

也在慢慢成长。

在他们的眼中，最难的环节是比赛时

的界别讨论。

“模拟政协”活动需要参赛队从上百件

其他高中生的提案中查找漏洞，提出问题，

同时，也要接受其他队的质疑，给予回应。

“我们要通过快速阅读，弄清楚别人调

研的内容，再找出提案中细微的问题或漏

洞，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看问题的批判

能力。”郭嘉琪还记得，最累的时候小组 6
个成员在一个晚上“刷了上百道题目”。

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极大的挑战。何奕

萱记得，在一个比赛环节中，她需要代表整

个小组去解释提案内容，针对他方的质疑，

当场解答。“别的小组成员在负责比赛的其

他内容，我那个时候心里很害怕。”何奕萱

说，她硬着头皮逼自己“挑大梁 ”，应对之

间，她慢慢找到了反击的节奏，甚至对于有

攻击性的提问也不怯场了。

回过头来再看，这群 00 后孩子一致

认 为 ， 比 赛 中 互 相 “ 找 茬 ” 的 环 节 太 难

了，但也在接受质疑中，锻炼了自己的反

思与应变能力。

“我们的教育不能只局限于学校里增

设课程、到机构开展简单的活动，这样的教

育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是有限的。”殷卫霞老

师觉得，“模拟政协”活动，是让学生带着问

题去了解社会，再带着建议方案去服务社

会，在挫折中成长，完成了“小课堂”与“大

课堂”的真正对接。

最终，在这份被带上全国两会的提案

中，同学们建议：要在高中设立照护课程，

制定课程标准，开发照护教材；依托本地养

老院，建立以照护为主题的实践教育基地；

为 高 中 学 校 提 供 照 护 老 年 人 技 能 培 训 课

程，将其纳入劳动教育课程安排课时等。

从“单兵作战”到爱上“团队作战”

对 于 成 员 郝 帅 来 说 ， 这 次 “ 模 拟

政 协 ” 比 赛 是 他 学 习 生 涯 中 少 有 的 团

队 活 动 。

以前他总爱一个人待在实验室里做科

研、爱一个人刷题打学科比赛、爱一个人

去学校食堂吃饭，打心底里他觉得自己更

“ 倾 向 关 注 个 人 的 内 心 世 界 ”， 甚 至 有 时

“有些排斥与社会接触”。

在做提案和调研中，郝帅不得不与各

行 各 业 的 人 去 交 流 ， 收 集 更 多 的 社 会 声

音。这个 16 岁的男孩，了解世界的角度

增多了，“我发现自己从只接受单一信息

的人，变成了一个广泛获取信息的人，学

到新的东西，世界也变宽了”。

在 辅 导 员 殷 卫 霞 看 来 ， 在 这 次 合 作

调 研 中 ， 除 了 在 研 究 社 会 问 题 上 有 了 很

多 收 获 ， 更 大 的 改 变 是 他 们 形 成 了 一 个

关 系 融 洽 的 小 集 体 ， 经 常 聚 在 一 起 吃

饭，讨论问题。

郝帅的体会更为深刻。有一次他们一

起熬夜写提案，晚上 10 点多，小组的成

员都聚集在“腾讯会议”中，消息框里一

个同学建议他“这一段可以删掉”，另一

个同学出主意，“这个句式可以改动”“这

个 词 表 达 更 精 准 ” ⋯⋯“ 我 突 然 间 理 解

了，原来这就是团队协作的感觉，真的挺

好的”。

从 2016 年 起 ， 北 京 市 一 零 一 中 学 通

过社团和选修课，选拔学生代表多次到北

京市政协进行全程观摩，多项模拟提案提

交北京市政协大会立案。“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对社会的关注面从宏观的话题，慢

慢缩小到身边的人和事上。”该校教师李杰

说。在李杰的记忆中，最初学生提交了《关

于在中学生中加强法治教育以提升其法治

意识的建议》的提案，到近年来，有孩子关

注到家庭教育的话题，提交了《关于在中小

学设立家庭教育咨询室的提案》。

“ 孩 子 们 对 社 会 的 认 识 更 加 接 地 气

了，更加脚踏实地了。”李杰说，“教育的

意义在于育人，在实践中让孩子做社会的

‘ 小 主 人 ’， 了 解 社 会 制 度 ， 关 注 社 会 现

象，锻炼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殷 卫 霞 的 另 一 个 身 份 是 孩 子 的 家

长 。 去 年 女 儿 参 加 了 “ 模 拟 政 协 ” 比 赛

后 ， 现 在 爱 看 新 闻 ， 愿 意 和 家 长 讨 论 国

家大事。最近她跟殷卫霞说：“妈妈，在

我 的 人 生 规 划 中 ， 我 觉 得 我 应 该 去 援

疆、援藏。”

“孩子开始关注社会，把自己当做了

社会中的一分子。”殷卫霞说。

6个 00后写的养老提案上了全国两会

□ 张瑞多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二15班

我是一粒普通的番茄种子。

生为番茄，就要顺着既定的命运不断

轮回，土壤、空气、肥料、清水帮我生长，却

也始终是不变的模样，真是“万年孤独，茄

生漫长”啊！

可这次生命之旅的起点不大一样，我

没像以前无数次轮回一样，和同伴们一起

被播撒在土地上，而是在不断筛选后被装

进了玻璃试管，又舒舒服服地躺进了一个

看起来就很高级的金属盒，接下来在黑暗

中一路颠簸。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好奇，强

睁着眼不肯睡去，却终于在一阵巨大的轰

鸣声和突然而至的强烈超重感中失去了知

觉。再睁眼，我身边已经并排躺了好多和

我 一 样 的 种 子 ， 我 能 认 出 茄 子、稻 米、青

椒、西瓜⋯⋯居然有鸡冠花，还有很多我根

本认不出的种子也正睁着圆溜溜的眼睛惊

奇地打量着我们所在的新地方。

“老铁们，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个

大个子先开了口，“我是甜菜，黑龙江的。”

“我是牡丹，洛阳的。”他旁边一个小姐姐不

疾不徐地说道。“我是番茄，新疆的。”我也

赶紧自报家门。大家一下子就热络起来，七

嘴八舌地报上名号。可了不得，居然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优质蔬菜、粮食、花卉，甚至还

有药材，真是千载难逢的群英荟萃。大家正

忙着结识新朋友，南瓜不慌不忙地开了口：

“恭喜大家，经过层层选拔，成为太空育种

实验的一员，我们可是将要改写种子历史

的明星。知道咱们在哪儿吗？要是我猜得没

错，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天宫’空间站，不久

就要开始实验啦！”

“天啊，一觉醒来我居然在太空。我不是

在做梦吧？那之前让我昏过去的轰鸣声和超

重感就应该是火箭升空了？”我狠狠地掐了自

己一把，暗骂自己没出息，居然在昏睡中错过

了这么炫酷的旅行。让自己波澜不惊的“种生”

失去了一次在天河“冲浪”的机会。我暗下决

心，接下来一定24小时“超强待机”⋯⋯

伙伴们有兴奋地大叫的，有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的，也有眉头紧皱暗暗担心的，大

家还来不及消化这个爆炸性新闻，舱门就

被打开了。我突然觉得自己“飘”了起来，身

体轻得宛如一片羽毛，最神奇的是，我看到

莲花妹妹的水培罐里的水居然也飘起来，

和莲花妹妹的眼泪一起形成了个飘在空中

的晶莹剔透的调皮水球，任她怎么伸出根

茎去捞都够不到。大家一起帮忙，可是每个

人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只能在半空中

滚来滚去，一时间，形状不一的伙伴们仿佛

全都“珠圆玉润”起来。正慌乱间，一个塑料袋

兜头而至，精准地将莲花妹妹和水球一起装

了起来，穿着蓝色衣服的工作人员神兵天

降。他轻轻点了点袋子，牵动嘴角笑开的一

刹那，眼里的光比星光都要亮：“咱家的十里

荷香还要靠你呢，你可不能有闪失啊⋯⋯”

接下来的日子过得飞快，我们被装进

大大小小的培养皿，游鱼一样潜在“天宫”

里 看 漫 天 星 河 ，看 日 月 穿 梭 。这 里 没 有 空

气、肥料，没有自然日光的照射，我又觉得

自己成了一颗鹅卵石，沉在了时间的河底，

任时光水一般在身边湍急而过，自己只知

身在水中，却不觉水流。可我却能感觉身体

内部的变化，仿佛某种新的能量破壳而出，

会改变我恒久未变的模样。

7 天的“太宫育种”使伙伴们都有了变

化，研究员给我起了新名叫“黑钻”，我很高兴

自己有了个与众不同的名字，更希望自己再

回地球能结出“黑钻”一样的果实，甚至能跨

出蔬菜的“阶级”走向水果的“阵营”⋯⋯

回去的时候，我和我的种子兄弟们紧

紧挽在一起，穿越浩瀚的宇宙星河，直视着

那颗美丽的蓝色星球离我们越来越近⋯⋯

我是“黑钻”，我可是在中国“天宫”太空

空间站被精心培育过的种子，我比普通番茄

更茁壮，结果量更多，味道更甜美，成了横跨

蔬菜与水果两界的新星。感谢强大的祖国，

感谢兢兢业业的航天人，让我原本平凡的

“茄生”因一次太空之旅而大放异彩。

我骄傲，我是中国“天宫黑钻”。

（指导教师：孟 璟）

一粒种子的太空旅行

□ 张子阳
陕师大杨凌实验中学七年级2班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碧草如茵，
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迸发出蓬勃
的生机。此时，你不妨带上一本《唐诗
宋词 300 首》 走出家门，行走在春天
里。或爬山或踏青或行走乡间。累了，
找一块石头坐下，诵读一下谢灵运的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感受着
春草青青、鸟儿啁啾的喜悦；背靠大
树，躺在长椅上，对着贺知章的“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惊
叹那慧心巧手的春风裁剪出的丝丝碧
叶，犹如给大地披上了一件新装，让
人顿感大自然的活力无穷，神思无限。
总之，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可以打开书
本，慢慢品味。

7 月天空瓦蓝，没有一朵白云，太
阳炙烤着大地，空气中弥漫着灼人的气
浪。不如带上一本 《庐山旅游全书》，
走出空调房，来一次庐山之行。那里
可是著名的避暑胜地，风景优美，环
境雅致，你可以一边消暑休闲，一边
了解历史过往。你可以参观许多名人
故居，借着生动的塑像，黑白的画面
静心感受澎湃的诗情中，那些激扬文字
的青春⋯⋯

一到秋冬，你可以自由一点，制订
一册旅行计划，带上《华夏地理》去浙
西大峡谷了解一下地貌，带一本《水经
注》去三峡一探胜地。可以带上沈从文
的几本关于湘西的书籍，一路进入湖
南，置身于一个山清水秀、与世无争的
美丽世界，犹如喝了一口清甜的山泉
水，甘甜了唇舌，清凉了心田。

手执一书，可行天下。
俯 仰 之 间 ，便 觉 天 地 无 垠 ，人 生

辽阔。

（指导教师：王 莉）

带一本书去旅行

□ 楼怡临
上海市进才实验中学初二4班

一想到家乡，映入脑海的就是那碧绿
的菜地，清幽的鸟鸣，亲切的笑脸，热闹
的人群以及那口中含不化的甜味⋯⋯

我的老家在浙江义乌。每当我和爸爸
妈妈坐火车回义乌，亲戚们总会早早地等
在出站口，抢着拿行李，一路说笑着，
开车把我们送到奶奶家。乡下的奶奶
家，一切都是那么亲近自然，青砖黛瓦
的老房子，光滑的石板路，斜在池塘边
的老榕树，还有守在门口等我们的爷爷、
奶奶⋯⋯

记忆带着我回到秋天的家乡。我和村
里的伙伴们在村口嬉闹，一股芝麻的香味

“牵着”我们来到了村口的麻糖作坊，原
来一位老爷爷正在做麻糖。只见他把白
糖、红糖倒入一口大铁锅里，慢慢地搅动
锅里的糖浆，那糖浆渐渐由浅黄变成褐
色，微微冒泡。

我们觉得老爷爷似乎要永远地搅下
去，正要转头跑开，只见他转身取来事先
烤熟的白芝麻、大米、花生碎、核桃肉，
倒入锅中。那让人直流口水的香甜在空气
中弥散开来⋯⋯伙伴们都踮起脚尖，伸着
脖子，围拢在灶台边，打量锅里翻滚的麻
糖料。红艳的火苗“舔”着锅底，老爷爷
眯起眼，笑呵呵地加快翻动的速度，他额
前的皱纹里渐渐现出亮晶晶的汗珠。“起
锅咯，起锅咯，小朋友们，让一让，别烫
着。”老爷爷铲起大块的麻糖料，倒到旁
边的磨具里，随后用木滚子趁热把麻糖压
实压平。还没等他用切刀来切，已经有心
急的伙伴伸手向爷爷讨糖了。“吃吧，吃
吧，别烫着。”老爷爷笑眯眯地递给每个
孩子一块刚切出来的麻糖。新出锅的麻
糖，微微烫手，焦黄、酥脆，那香甜填
满齿颊，甜到心里。嘴里塞满麻糖的孩
子们向村子跑去。夕阳里，老爷爷慈祥
的笑脸和那浓郁的香甜永远定格在我的
记忆里。

关于家乡的记忆还有那永远晃动，前
行，绵延不尽的龙灯。是的，每逢农历节
日，春节、清明、端午抑或中秋，各个村
就会轮流主持迎龙灯、祈福的活动。那一
年清明恰好轮到奶奶所在的村子来迎龙
灯。一听说村里要迎龙灯了，我和伙伴们
都兴奋难耐。一会去祠堂看看龙头装好了
没，一会又去看别人家的灯笼的新奇样
式。那一整天，都在盼着天黑，盼着早点
点起灯笼，加入到游行的队伍。

终于天色暗了下来，村里主事的老爷
爷郑重地点香祭拜龙头，随后震天的爆竹
燃放起来，“请龙头!”随声而起，两个健
壮的叔叔起身抬起 1 米多高的龙头，只见
龙头双眼圆睁，口中含着圆珠，两颊飘动
着五彩的龙须，金色的鳞片闪闪发亮，好不
威武！随后早早排队在祠堂外的“童子军”
们，七手八脚地连起板凳龙，最后加上龙尾
灯，几里长的龙躯亮了起来，在打鼓队雄壮
有力的鼓点下，龙灯游行开始了！

队伍每经过一个村子，顿时鞭炮炸
响，又有热情的村民开着货车分发礼物，
每经过一个村子，礼包就更重了些，有吃
的，有文具，有玩具，五颜六色。似乎后
面的龙尾还没离村，前面的龙头却又迎来
另一拨欢迎的“礼炮”。虽然撑起龙灯的
多数是孩子，可是一旁的大人也没闲着，
帮着我们拿东西，补上烧完的蜡烛，用手
机拍照留念。孩子们、大人们的眼角、眉
梢都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那一夜，我的记忆就是一直在走下
去，腿很酸，肩很沉，但是心里特别兴
奋、满足，不光是满足于各式各样的年货
礼物，还有乡亲们一起欢庆，一起祈福，
为着接下来的好日子，一步步丈量、一点
点点亮前进的路⋯⋯

如果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专属味道的
话，那我的家乡味道就是那麻糖的甜味，
那甜味里粘着爱和温暖。如果有一幅专属
于家乡的影像，那我的家乡印记就是那在
夜色里，永远闪烁，承载着团结、期望，
永远逶迤而行的龙灯⋯⋯对家乡的热爱和
眷恋将成为我一生不变的情怀。

（指导教师：严 峻）

家乡的味道

就是那麻糖的甜味

□ 张熠馨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高二年级

从记事起，你的身份就是我的妈妈，

爸 爸 的 妻 子 。 如 今 ， 我 已 经 长 成 了 大 姑

娘，而你也不再年轻，我突然想起来，你

还是你自己。

我 来 到 乡 下 ，扭 头 一 看 ，那 不 正 是 15
岁的你！个子不高，脸上还有未消去的婴儿

肥，肩膀上背着箩筐。我向你跑过去，你热

情地拉着我的手：“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刚

来吗？”我呆呆地看着你，点了点头。你一

把拉过我：“走，我带你去玩！”窗边传出一

个老者的声音：“艳洁！赶快去割猪草，别光

顾着玩，回来把猪喂了。”你答应太奶奶后，

又跟我说道：咱们走。我们一路上聊天、唱

歌，我知道了太爷爷是个大厨，会做很多席

上的菜；还知道你们家的老母鸡可凶了，除

了太奶奶，其他人都啄⋯⋯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很快地熟络在一起，这时的你是一副

活泼少女的样子。

“你这个女子怎么能这么不懂事？都不

给你爷爷留一点。”隔壁一个苍老而有力

的声音呵斥着，“那么一大碗，你怎么就

吃完了！”这是太奶奶的声音，我小心翼

翼地从门口探出半个脑袋，窥探着室内。

只见你低着头，没有了往日的活泼，取而

代之的是眼眶里含着泪，满是愧疚，小声

道：“可是我饿。”

我赶紧跑到家中，打开炉灶，下了一

碗面，淋上臊子，临出门又折回去，放上

了两片平日里爷爷不舍得吃、只给我炸的

小酥肉。我记得你说过，太爷爷是乡中的

厨师，最会做这种炸的东西了，这样就可

以以假充真。

我赶忙端过去，你还是垂着头不说话，

太奶奶好像在生气中多了些自责。“唉呀，

奶奶，艳洁刚刚忘了，把这半碗面丢在我家

了。”我看向太奶奶，自说自话。你诧异地看

向我，我向你眨眨眼睛。太奶奶接过我手中

的碗，拍拍你说：“我就知道我家姑娘不会

这样的。”你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手心还微

微冒着汗。

那天晚上，你跟我说了很多：从小，姥

姥不在你身边，你跟着太爷爷和太奶奶一

块儿住，懂事的你承担了很多责任，在那

里你不能只做一个被宠着的孙女，你更是

这 个 家 庭 的 顶 梁 柱 。 每 天 割 猪 草 、 掰 苞

谷、喂猪、养鸡，你要样样行，每天要支

撑这个家庭。我问你：有没有想过未来是

什么样子？你说不知道会怎样。也是，在

那个年代，每天都想着怎样填饱肚子，哪

还有时间畅想未来？那就让我来帮你回答

这个问题吧！

你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家庭幸福美满。

你 以 后 会 有 一 双 儿 女 ，大 的 乖 巧 ，小 的 淘

气，他们俩呀，会花费你很多心思。

我此行不只是想去送一碗面，让你免

于太奶奶的责罚，在艰难的童年生活中少

一分不开心的回忆。我更想对你说，你会

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妻子、女儿，你为家

人 付 出 了 太 多 太 多 。 但 你 更 应 该 是 你 自

己 ， 试 着 放 开 手 ， 让 别 人 多 为 你 付 出 一

些，让我多爱你一些。

因为你在成为我的妈妈之前，首先是

你自己呀！

（指导老师：刘艳华）

在成为我的妈妈前
你首先是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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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参加全国模拟政协比赛时同学们的合照。

学校供图

上图：同学们采访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主

任护师胡晓美。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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