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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城事

本报讯（记者 李蕊）你会讲故事
吗？讲故事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亲子
活动，讲故事的过程不仅能够培养孩子
的注意力，还可以训练孩子的听视觉和
大脑。 为推动阅读推广工作，营造家庭
亲子阅读的良好氛围，充分挖掘家长教
育资源，8月5日，市图书馆联合卫滨区
图书馆开展先进文化进社区——故事
妈妈阅读计划培训活动。

什么是绘本？绘本有哪些构成元
素？在卫滨区怡园社区，主讲人一边介
绍绘本一边给年轻妈妈说，要重视孩子
的参与感，运用有效的互动策略，让孩
子充满对故事的兴趣，充满对世界的好
奇，让童年怀有童真和趣味。

“别看这小小的绘本，讲起来也颇
需要一些方法，才能更吸引孩子。”随
后，主讲人从讲故事的方法、技巧方面
深入浅出地分享，在讲故事时要做到声
情并茂，尤其注意书中不同角色之间声
音的转换，这样能够更好地带孩子进入
到故事情节中，可以充分锻炼孩子的大
脑发育。绘本分多个种类，根据各种绘
本的特点，主讲人为家长们细致生动地
介绍讲解的技巧。前来参与的年轻妈
妈们听得非常投入。

此次培训，宝妈们学习到选择绘本
和读绘本的技巧，认识到亲子陪伴的重
要性。

15岁走失，18年后才找到家。近
日，在新乡市救助站和相关部门的帮
助下，山西籍男子泥娃子（化名）终于
和亲人团聚了。

8 月 6 日，说起泥娃子回家的故
事，市救助站站长赵红祖感慨万千。
2016年，市救助站救助人员在市区巡
查时，发现在街头流浪的泥娃子，随
即将其接回救助站。救助人员先让
泥娃子吃饱喝足，又拿来干净的衣服
给他换上，然后进行交流。短暂沟通
后，救助人员发现泥娃子是聋哑人，
且存在精神障碍，其家庭信息根本说
不清。

为获得更多信息，尽早帮助泥娃
子回家，救助人员可是“绞尽了脑
汁”。泥娃子说不了话，也不会写字，
那就请手语老师来帮忙。谁料想，手
语老师到来后，也是一筹莫展。面对
手语老师打出的手势，泥娃子没有一
点反应，沟通失败。随后，救助人员又
采取一系列办法，如发布寻亲公告等，
但最终也没有获得有用信息。就这
样，泥娃子成了一名长期滞留人员，被
我市相关部门妥善安置。

从2016年至今，新乡就成了泥娃
子第二个家。其间，救助人员给予了
泥娃子细心的照料。虽不能言语，但
泥娃子也感受到了他人的关爱，总是
笨拙地打着手势，去表达自己的感激
之情。泥娃子在新乡期间，救助人员

从未放弃帮其返家的想法，除多次发
布寻亲公告外，还协调公安机关对其
人脸识别和采集DNA，然后进行大数
据比对，但结果都不理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 年 7 月，
在市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通过最新的科技手段，确定泥娃子
为山西长治人。随后，我市救助人员
多次与长治救助站联系核实，在多部
门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联系上了泥娃
子的家人。

据了解，2005 年，大约 15 岁的泥
娃子从家中走失。流浪多年后，在
2016年，他被新乡市救助站救助。到

2023 年，泥娃子已是 33 岁，整整走失
18年。

8月3日，市救助站派专人护送泥
娃子回家。当日下午，离家18年的泥
娃子终于见到亲人。一家人团聚后，
纷纷留下激动的泪水，场面非常感
人。“18年了，你去哪了？爸爸每天做
梦都想你、担心你。”现场，泥娃子的父
亲最为激动。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新乡救助站
和所有工作人员，让我们一家人能够
团聚……”最后，泥娃子的家人再次表
达了诚挚谢意。

多方合力 走失18载的男子终归家
□记者 陈卓

泥娃子（右）与父亲

本报讯（记者 李文奇 通讯员 段
思夏）8月5日，记者获悉，为积极落实

“双减”政策，丰富我市青少年暑期科普
文化生活，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动
手实践能力，市科协、市教育局联合组
织开展了“馆校同行助‘双减’科普筑
梦少年行”青少年科技夏令营活动，让
青少年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本次活动以“科技”“动手”为主线，把
“中国航天”等科技元素融入实践活动中，
丰富科普教育内涵。在市科技馆科学工
作室，科普教师带领青少年开展了科学探
究及电磁铁等科学实验，让青少年通过自
己动手体验科学的乐趣，了解背后的科学
原理，培养他们的观察力和思维能力，激
发了他们对科学探究的兴趣。

不远处，在市青少年儿童活动中
心，以轻松愉快的心理团辅拉开了青少
年的科学探究旅程。科普教师对中国
航天发展史进行详细介绍，给孩子们种
下了航天梦的种子。体验科学创客飞
机模型制作，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
戏等，让青少年从“听、看、做、想、悟”五
个方面全方位体验了一场科普实践的
视听“盛宴”，感受科普带来乐趣的同
时，培养了自己的兴趣。

科技强则国强。下一步，市科协、
市教育局将共同深入打造特色青少年
科技活动品牌，不断增强全市青少年科
学意识和科学实践能力，教育引导未成
年人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在“双减”中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本报讯（记者 李文奇）“大学毕
业后想回家乡工作，就参加了长垣市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青年就业见习’计
划，如今不仅让我实现了就业，还学到
了很多东西。”8月4日，谈起自己能顺
利就业，刚大学毕业的小刘对长垣市
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下称服务中心)赞
不绝口。

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
以来，服务中心持续扩大就业补贴范
围和规模，积极开展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和治欠保支“三包三联”活动。通
过“青年就业见习”“政策找人”等专项
行动和计划，落实各项惠企措施，推动

就业补贴“直补快办”，共发放就业见
习补贴57.9万元、新型学徒制补贴75
万元、用人单位社会保险补贴 2.68 万
元、创业开业补贴2万元等。

围绕乡村振兴、职业装小镇、全域
旅游、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困难群
体，服务中心因地制宜分层分批制订
突出产业特色的培训计划，确保符合
条件的人员愿培尽培、应培尽培。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服务中心通过支持创业创新和新
就业形态扩宽就业渠道。“我们建立了
市乡村三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服务网络，
按照‘六个统一’标准实现全市就业创

业服务中心(站)、创业协管员全覆盖，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辟绿色通道，提供

‘一站式’服务。”据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从贷款受理到贷款发放只需10
个工作日便可完成，大大简化了工作流
程。目前，服务中心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6560 万元，扶持319 名人员走上了
自主创业之路，带动就业1450人，其中
发放返乡农民工贷款5635万元，发放
笔数和发放金额均位于新乡市前列。

通过一系列举措，服务中心帮助
众多人员实现就业。截至目前，该市
共实现就业 45.7 万人，为长垣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

本报讯（记者 张延）防灾就是增
产，减损就是增粮。8 月 6 日，记者从
卫辉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该局派出
11 位农技专家分包 13 个积水严重的
村庄，指导农民清淤排水和水后农田
管理。

7 月 31 日以来，受共产主义渠上
游来水量骤增、本地降雨、山上水库溢
洪及下游共渠水位顶托影响，卫辉市
部分低洼农田产生积水，积水农田中
的农作物包括玉米、大豆、蔬菜以及部
分果树。

卫辉市以“防灾就是增产、减损就

是增粮”理念，成立疏通沟渠农田排涝
工作专班，指导农田排涝工作。

据卫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蔡胡
良介绍，目前，该局组织突击队，与各
乡镇组织的 454 台水泵、167 辆铲车、
121 台挖掘机、87 台发电机及 9000 余
名防汛工作人员一起疏浚沟渠、排涝
除渍。同时，派出11位农技专家分包
13个积水严重的村庄，指导农民清淤
排水和水后农田管理。

当前，在力争尽快排水的同时，为
保障玉米成活率，河南省科技特派员、
卫辉市农技推广总站站长刘广亮建议

农民，田间积水排出之后需要加强后
期管理，管理措施包括中耕散墒、加强
补肥和中后期的病虫害防治。

“这次积水时间较短，气温也降得
快，对秋作物影响应该不会太大。”连
日来，卫辉市顿坊店乡闫屯村村民郑
天贵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一直关注着
自家的农田。8月5日，他再次来到自
家农田，看到田里的积水慢慢退去，玉
米依然青翠，他表示，对今年的秋作物
收成依然充满信心。

截至8月5日下午，卫辉市农田积
水已基本消退。

防灾就是增产 减损就是增粮
卫辉市派专家指导农民清淤排水和水后农田管理

稳就业暖民心 筑牢群众幸福根基

馆校同行助“双减”
科普筑梦少年行

“故事妈妈阅读计划”
教妈妈给宝宝讲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