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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彩霞）
6月 25日，高考成绩公布。看到
文、理科前十名优秀学子的高考
分数，想必不少家长和学生在惊
叹的同时，也在感慨为何他们的
成绩如此优秀。优秀学子们优异
成绩的背后，是不是有许多不为
人知的努力付出？他们的日常生
活和学习方法是否有些小窍门？
这些“学霸”的老师们又有什么
育人高招？

为了让广大读者和学生家长
们，近距离地了解优秀学子优异
成绩背后的故事和学习方法，本
报将在本周六（7月2日）给广大
读者送出一份夏日福利。本报专
门邀请优秀学子和他们的老师，
与大家一起进行高考经验交流。

本次公益讲堂，优秀学子们
将讲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并现场谈谈自己总结的学习经验
和做题技巧等。老师们将根据自
己多年的教学经验，讲述如何提
高学习效率和学习中应该要注意
的问题等。

俗话说：“善学者，假他人之
长以补其短。”机会往往只留给有
准备的人。相信通过这次跟优秀

学子和老师面对面的倾听交流，
不少学生会从中受益匪浅，并找
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朝着自
己的大学梦更进一步。

本次公益讲堂期待爱心企
业、社会人士积极参与，为现场
的听众提供饮水和记录本等支持。

本次公益讲堂开讲时间为：
本周六 （7月2日） 上午9:00；为
了维护现场秩序，参与活动的听
众入场时间为：7月2日上午8:00
至 8:50。本次公益讲堂的地点
是：漯河市淞江新区新闻大厦 3
楼会议室。欲参加此次公益讲堂
的同学和家长，可扫描“漯河发
布”二维码报名，详情咨询电
话：13839531587。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金
旭） 6月 30日上午，召陵区翟庄
街道燕山路春和家园小区的广
场，突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焰有两米多高。小区保安和居
民立即使用灭火器将“大火”扑
灭。记者了解到，这是正在进行
的消防救火演练的一部分。

6月 30日上午，召陵区消防
大队井军世等人走进春和家园小
区，开展消防知识宣传，并和消
防志愿者、保安们进行消防救火
演练。

6 月 30 日上午 9 点多，春和
家园小区广场中央“大火”突

起，周围站满了戴着小红帽的消
防志愿者和穿着蓝色制服的小区
保安。他们一个个拿起灭火器，
对着“大火”进行喷射，迅速将

“大火”扑灭。遇到操作不熟练
的，井军世还会手把手地教他们
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对准火焰
根部进行灭火。

除了救火演练，井军世还为
消防志愿者和保安们进行了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向小区居民们分
发了消防宣传资料。保安杨保云
说：“通过演练，如果真的发生
火灾，我知道该咋用灭火器救
火，咋疏散小区居民。”

马永杰，37岁，市城区烟草
专卖局计划科科长。参加工作以
来，他工作勤勤恳恳，为人谦虚
谨慎，生活作风朴实，先后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工作
者”等荣誉20多项。

他始终把加强学习，提高素
质放在第一位。加强政治学习，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
界观。加强文秘知识学习，提高
文字写作水平。他联系工作实
际，向领导和同事学习，学中
干、干中学，不断提高自己。

爱岗敬业，无怨无悔。马永

杰干一行，爱一行。无论在什么
岗位，他都理清思路，制订工作
计划，不怕苦，不怕累，加班加
点把工作做到最好。

为人正直，拾金不昧。5 月
18日，他散步时捡到一手提包，
内装 5000多元现金及各类票据、
合同。他和爱人商量后，在原处
等失主。失主拿回钱包，拿出
500元钱感谢。马永杰婉言谢绝。

寒来暑往，马永杰尽职尽
责、坚守信念，在平凡岗位上做
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市烟草专卖局推荐）

本报讯（见习记者 刘彩霞）近
日，市民卢女士向记者反映，她带
孩子去黄河广场玩耍时，发现广场
铁水牛雕塑旁边，每天傍晚有许多
孩子在喷泉水池里玩耍。但是，一
些小孩进入喷泉，用脚去踩出水
口，存在安全隐患。

6月28日晚上8时，郾城区黄河
广场热闹非凡，不少市民在跳广场
舞，孩子们则在追逐打闹。

记者看到，在铁水牛雕塑前，
围满了玩耍的孩子和坐在台阶上休
息的家长。雕塑背面的小型喷泉，
吸引不少孩子进入里面玩水嬉戏。
有的孩子站在喷泉周围，用手摸喷
出来的水。有的孩子则一脚踩在喷
泉出水口上，不让水喷出。

“别上去，小心里面漏电。”一
些家长制止后，有的孩子离开了喷
泉，但仍然有不少小孩还在玩。

记者看到，铁水牛雕塑周围的

水池，已经成了孩子们的玩乐场。
十多个孩子在水池里玩耍嬉戏，有
的还打起了水仗。

水池下的瓷砖上和雕塑的底
座，贴着“小心触电、禁止入内”
的警示牌。记者提醒几个家长后，
几位家长立刻带着孩子离开水池。

但是，仍然有家长觉得如果防水措
施做好，喷泉不会轻易漏电。

“既然有警示牌提醒禁止入内，
家长就应该提醒孩子不入内玩水。
同时也希望相关管理人员加强管
理，防止意外发生。”市民曹先生告
诉记者。

高考“学霸”是怎样炼成的？
明天他们和老师来传经送宝

消防演练进社区 居民学用灭火器

马永杰：勤勤恳恳 爱岗敬业

虽然有醒目的“小心触电、禁止入内”警示牌，但是仍然有许多孩子在
水池内玩耍。 见习记者 刘彩霞 摄

市区黄河广场喷泉水池

无视安全警示牌 仍有孩子入内玩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目前， 2016 年全国女子足球
U18联赛第四阶段的比赛在漯河体
育场进行，来自全国的 11支青年女
足激战正酣。河南青年女足坐镇主
场，四场比赛取得了三胜一平的好
成绩。这支年轻的队伍中，有 6名
队员来自临颍，其中 5名队员是球
队主力。球队主教练汪震旭告诉记
者，临颍队员接触足球时间早，基
础好，敢打敢拼，表现突出，但临
颍校园足球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提
高教练员水平。

球队：28名队员临颍籍6人

6月 30日是休息日，河南青年
女足在体育场外场训练。这支年轻
的队伍有 28名队员，其中 6名队员
来自临颍县。“球队在家门口比赛有
主场优势，心理上也比较轻松。”主
教练汪震旭说，U18联赛从年初开
始，目前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前两
个阶段的比赛中，部分主力队员出
现伤病，成绩不理想，进入第四阶
段后，队伍成绩开始反弹。

汪震旭说，U18联赛共有 21支
队伍，前三阶段比赛结束后，第四
阶段前 10名的队伍在西安比赛，后
面11支队伍则在漯河比拼。

球员：喜欢踢球、进步很大

队员张艺丹来自临颍县台陈
镇，已经在球队三年多。前卫田倩
倩和张艺丹是同乡，尚亚汝来自临
颍王孟，邱思佳来自临颍县城，卢
晗和罗亚楠来自临颍县实验小学，
他们都是自小学开始踢足球，被选
拔进入省体校，又进入省队踢球，
球龄都有五六年。

“教练对我很好，我进步也很
大。”张艺丹说，在省队这几年，感
觉临颍缺专业教练。如果这方面提

高的话，临颍足球会更好。
中后卫卢晗在第四场比赛中进

了一个球。她说，能帮助球队取胜
她很激动。比赛中，只要有机会她
就不放弃进攻。

罗亚楠1米8，对自己的前途很
看好，认为只要努力就能进入更好
的平台发展。“我们喜欢踢球，都在
拼，但和其他高水平队员相比，我
们起步还是太晚。”罗亚楠说，其他
队伍中的同龄人的球龄都在 10年以
上，有些队员5岁就开始踢球。

罗亚楠认为，个人实力上她并
不比她们差太多，只是实战能力需
要比赛来提升。

“有时候因为伤痛、比赛不顺心
产生过放弃的想法，但想想踢了这
么多年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能轻易放弃。”张艺丹说，体育道路
充满挑战，但她相信自己会走下去。

主教练：为临颍足球把脉

河南青年女足组建于 2013年年
底，运动员都是汪震旭挑的。

汪震旭说，漯河女足曾经在省

运会中拿了女足甲组冠军，选手主
要来自临颍县，所以这支队伍临颍
县的运动员比较多。

汪震旭曾经多次到临颍县，给
临颍多所学校的足球教练上过课，
对教练员进行过专门辅导，还举办
过足球训练营。“我在临颍讲课的时
候，有一位体育老师跑了几十里路
来听课，还带着两个孩子，让我很
感动。”汪震旭说，这些教练如饥似
渴的学习态度很难得。

汪震旭认为，临颍校园足球起
步早，发展较快，这主要是得益于
政府的支持。部分球员进入省体校
进行系统训练后，水平要高一些。
临颍足球有机遇，但问题也有很
多：大部分教练员水平需要提高。

“再好的料子也要有好木匠雕才
行。”汪震旭说，随着各地校园足球
的广泛开展，临颍校园足球的优势
越来越不明显。

汪震旭说，全国足球比赛放在
漯河，漯河的校园足球队可以前来
观摩，这是提高的好方法。同时，
漯河的住宿、场地等比赛条件很
好，相信球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8名队员，临颍籍6人，其中5人是主力

河南青年女足 临颍妞挑大梁

33号临颍籍边后卫张艺丹号临颍籍边后卫张艺丹
（（控球者控球者））和队友一起训练和队友一起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