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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六，我在哥
哥家里认识了一条小狗，
它叫葡萄。

葡萄有着一身美丽的
毛发，摸起来滑滑的，非
常舒服。它圆圆的脸上还
长 着 一 双 葡 萄 似 的 大 眼
睛，水汪汪的——它的名
字也是由此而来。它脑袋
上镶嵌着一对三角形的大
耳朵，机警地听着四周可
疑的声音。它还有一条毛
茸茸的大尾巴，像一簇毛
线，高兴的时候，不停地
左右摇摆着。葡萄睡觉的
时 候 ， 身 子 就 团 成 了 一
团，就像一个大毛球，可
爱极了。

葡萄很听话，让它进
窝窝，就自己卧窝窝里，
让它吃东西就吃东西；只
要拿个东西扔到远处逗它
玩，葡萄就会飞快的跑过
去把东西给捡回来；如果
你把它惹生气了，它还会
咬你的鞋子和衣服，但它
不 会 使 劲 咬 ， 只 是 吓 吓

你。葡萄可贪吃了，一看
见食物就像疯了一样，狼
吞虎咽地吃着，不管旁边
有多么好玩的东西，它都
毫无兴致。

葡萄有一个优点，就
是能看门护院，门外有一
点动静它就会叫个不停，
提醒家里人注意，绝不会
让坏人进来。

葡萄可乖了，从来不
在家里边拉尿。有一次它
半夜扒着床直叫，看哥哥
醒过来了，它扭头就往门
口走，对着门直哼唧。哥
哥想，葡萄这半夜三更的
要干什么去？就带它出去
了。它跑到外面草坪内就
拉臭臭——原来下午没有
溜它，它憋到半夜憋不住
了。

这就是我哥哥家的小
狗，我非常喜欢，它也很
喜欢和我玩。

动物真的是人类的好
朋友，我们要爱护它们。

辅导老师：张二春

可爱的小狗
□漯河小学四（9）班 王子涵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文姣）
语言需要积累，文化需要传承。
11月8日，受降路小学举行了以

“我背诵 我积累 我丰富 我快
乐”为主题的“我是背诵王”的
活动。

各年级背诵的内容包括语文
课本上必背段落、篇章，校本课
程《日有所诵》《经典读本》的相
关内容。更值得一提的是学生背
诵检查形式的转变，原来老师、
组长等部分人员参与检查的时代
已经结束，随之亮相的是人人都

当考官，人人都是考生的方法创
新。各年级的学生一对一地互相
检查，当考官时是那样认真地倾
听，仔细地标记，唯恐错判或漏
记一处；当考生时又是那样专
注，个个精神饱满，落落大方，
声情并茂地背诵着优美的现代诗
文，内蕴丰富的中华经典，生怕
一时的疏忽，丢掉“背诵大王”
的称号。

近些年，该校始终坚持开展
经典诵读系列活动，引导和帮助
学生加强古诗文、现代诗文、《论

语》《礼记》等经典积累，学校还
充分利用早读、暮读、诵读课等
时间，积极组织学生进行背诵，
让那些看似枯燥、乏涩的文字在
你我之间的朗诵声中活跃起来，
清晰起来，形成了该校的一道品
牌。

本次活动，为学生搭建了一
个背诵展示的舞台，树立了向上
的梯子，培养了热爱语言、热爱
中华经典传统文化的兴趣，更夯
实了学生的语文基本功，提升了
学生多方面的核心素养。

举行“我是背诵王”活动
源汇区受降路小学

11 月 10 日，郾城区许
洼小学举行了以“安全在我
心中”为主题的演讲比赛。

本次比赛，四至六年
级各班共 21 名参赛选手紧
扣“安全”这一主题，密
切联系生活实际，用生动
精炼的语言说身边的安全
故事、讲震撼人心的所见
所 闻 、 道 自 己 的 亲 身 感
悟，温馨而有力地提醒全
体师生在学校、在路上、

在 生 活 中 应 如 何 注 意 安
全，遇到各种危害自身和
他人安全的现象应该怎样
做 …… 选 手 们 精 彩 的 演
讲，赢得了在场师生的阵
阵掌声。

本次活动为学校教育
教学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也为
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
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栗学军

举行安全主题演讲比赛

郾城区许洼小学

为了让“感恩”教育
真正“润物无声”。11月9
日，源汇区许慎小学举行
了“我是博雅好少年”四
年级学生集体生日会。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摄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消防安全意识，11月9日，漯河
五高举行了消防安全演练。 李玉玲 摄

最近，一则“6 年花 200 万
留学，回国只拿几千元底薪”
的报道在网络流传。伴随着新
闻发酵，舆论纷纷感叹“留学
的性价比变低了”。

顺利：很快找到工作
心里却也有落差

“我在青岛，感觉工作还是
很好找的。”在俄罗斯留学六
年、主修小语种的薛永璐说，

“我今年7月中旬回国，9月开始
找工作。向大概四家公司投了
简历，就找到了一份外贸方面
的工作。”对于如此顺利的就业
经历，她认为有几个原因。一
方面，青岛是海滨城市，其所
学习的小语种专业，在人才市
场上比较吃香；另一方面，自
己也务实。

虽然找工作较顺利，但薛
永璐认为现实与自己的期待有
落差。回国后，薛永璐给自己
就业的薪水期待值是每月 6000
元底薪，但现在底薪只有 4000
元。

除了薪水有落差，薛永璐
感慨，如今留学并没有明显的
优势。“在就业上跟国内学生差
不多。唯一优势是语言，其他
方面不是特别大。”薛永璐说，
回国找工作才发现，很多企业
都把实习经历、资格证书、工
作经验等当做参考因素。

焦虑：简历投了四五十家
给消息的就两家

张京最近挺焦虑。9 月份，
当她从英国诺丁汉大学起程回
京时，可能没料到找份工作会
如此坎坷——投了四五十家公
司（大多都是世界500强或知名
互联网公司）。她说：“参加笔
试的也就 20 家左右，通过笔试
的两三家，去面试的两三家，
现在还在等消息的就两家。”

张京 2014 年本科毕业后，
在北京工作了一年多时间，最
终选择留学读书。谈起如今和
三年前找工作的差别，她直言
留学带来的改变不小。“现在敢
投 大 公 司 了 ， 简 历 筛 选 能 过
去，如果是本科文凭，连简历
都过不了。”张京说，从她的感
受来看，如今海归越来越多，
人才也越来越多，企业招聘的
人却似乎在变少。

绕道：自谋出路
考教师资格证、创业等

赵瑾算留学海归就业队伍
中的另一类。今年9月，她从利
兹大学回国后，就一直忙于复
习功课，备考教师资格证。

之所以想当老师，赵瑾说
主要原因是自己感兴趣——教
师行业有固定寒暑假，工作压

力和节奏也能接受。如今，赵
瑾每天都会在家复习几个小时
考试内容。当然，也有一部分
留学生选择回国自主创业。

观点：留学生成分有变化
要摈弃功利留学观

海归回国就业是这些年出
现的一个新话题。在中国教育
科 学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储 朝 晖 看
来，之所以一定程度上存在“海
归就业难”，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学生成分有变化。
如今外出留学的学生，在同龄
人中学业成绩等各方面，不再
像以前那般出类拔萃。

其二，如今一些学生出国
大多没有系统性安排，是为了
留学而留学。

其三，学生出国求学，周
围环境、人际关系等都进入另
一个文化环境中，有很多不适
应，也会影响他们就业。

储朝晖认为，未来一段时
间，出国留学依然有增长空间。
但他同时提醒，对于海归就业难
问题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不
能因为出现这种现象，就否定留
学的价值。应从大学原本的意义
和价值来看是否值得留学。同
时，家长也要看孩子的成长发展
需求究竟如何。而不是采取功
利态度，认为留学回来能挣大
钱、当大官等。 据《北京晚报》

海归国内就业 与留学性价比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