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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叶） 昨天下午2点，宁波
晚报公益讲座《中考作文提分策略》在曙光中学
东校区如期举行。该活动由宁波晚报主办、交大
智立方协办，恰好契合家长学生在考试季的强
烈需求。

此次讲座的嘉宾是王大老师，他是中国写作
学会会员，上海浦东新区原语文教师培训导师、
语文学科带头人、进才中学语文教研室主任。他
是上海支援西部教育讲师团成员，曾任上海高考
资深阅卷老师多年。他还是中国中学生作文大赛
全国命题委员会委员及评审委员会委员。

作为开篇，王大老师简单叙述了竞赛作文与
应试作文的主要区别。结合经验和实例，他认为
两者在写作性质和评卷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总
体而言，应试作文更偏向中规中矩，而竞赛作文
偏向“标新立异”。正因为评判标准的大不同，在不
同的写作场景中，应采取不同的策略。

那么，在具体操作环节，又该注意些啥？王
老师娓娓道来。

在动笔之前，王老师认为“磨刀不误砍柴
工”：审题和构思十分重要。他举例说，2013年
上海曾出应试作文题《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
从阅卷情况来看，很多学生把这个题写成了《我
想说说心里话》，因为忽略了“今天”这个词，被
扣了不少分数。

在构思与行文环节，学生尤其要注重“写什
么？”王老师说，写，就要写你独有的生活，要去
仔细回顾与他人区别的经历，尽量舍同求异。在
应考之前，建议同学们从生活环境的角度，去梳
理自己独有的经历，从个人爱好的角度，去积累
一些温暖的记忆，去挖掘自己独有的体验。

宁波晚报新媒体部对王大老师的讲座进行
了全程录制，未能到场的家长可通过下载甬恋
APP进入宁波晚报直播平台点播收看。

本报讯（首席记者 薛曹盛） 5月30日，
本报连续报道的“挡刀女孩”崔译文再次登上央
视新闻，央视报道了她在位于南京的空军杭州
特勤疗养中心疗养四区进行伤情评估和康复性
治疗。

崔译文现在照常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上
课，但她的身体一直牵动着大家的心。昨天，崔
译文的母亲胡筠梅在微信里给记者传来一个好
消息：“孩子身体恢复得挺好，心里的石头总算
是落地了。”

原来，前两天，空军杭州特勤疗养中心疗养
四区组织专家对崔译文的伤后恢复情况做了一
次系统评估，并进行了心理沙盘、康复理疗等相
关治疗。

空军杭州特勤疗养中心疗养四区政工负责
人汪涵说：“崔译文的英勇事迹，让官兵们深受
感动，他们想为英雄做点事，所以把她接了过
来，做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疗养中心为她制订了健康管理、康复理疗
和营养膳食等一系列康复治疗计划，并通过心
理沙盘、拓展训练等方式，对她进行了心理干
预，目前她身体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空军杭州特勤疗养中心疗养四区康复中心
主任邱永斌说，他们对崔译文做了全面细致的
身体检查，针对她的伤情做了系统详细的评估
和分析，发现她恢复良好，并针对她身上的瘢痕
做了相应的物理治疗。

应试要稳 竞赛求新
资深语文老师王大说，
作文之好在于个性和细节

“挡刀女孩”再上央视
她在南京做全面身体检查

“十七届彩虹助学办下来，通过见面会，
我们明显感受到了大家慈善理念的提升，慈
善不是高高在上地施舍，而是平等地给予，给
予与接收都是一种快乐！”宁波市慈善总会相
关工作人员说，最开始几届，受助学生因为不
好意思，认助者因为担心打击学生自信，很多
人不来参加见面会，而近几年，这种情况明显
改变了。“今年除了两名学生因为考试和比赛
缺席，其他受助人都来了。大家越来越能正
确地看待慈善，这是很大的进步和提升。”

据了解，参加本次彩虹助学的有123位
爱心人，共认助了151名学生。另有11家企
业认助了49名学生，其中景骐置业、盛选进
出口和远通钢铁分别认助10名学生，宁波
通商银行认助8名学生。个人认助最多的是
童立旻先生，认助了5名学生。截至记者发
稿，已有70多名爱心人士留下了自己的联
系方式，预约明年的结对活动。与往年相
比，很多爱心企业不仅仅从物质上对贫困学
子伸出了援手，还特别强调，愿意为专业对
口的学子们提供实习和工作的机会。

记者 殷欣欣 通讯员 高鹏 文/摄

昨天，由宁波市慈善总会与宁波晚报联合发起的
第十七次彩虹慈善助学见面会在宁波工程学院东校区
举行。现场198名寒门学子和认助人面对面促膝而
谈，他们聊学业、唠家常，没有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与隔
阂，自然、亲切又温暖。现场几乎每位认助者都表达了
同样的意思：受助的孩子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助学不
图任何回报，“给予本身就很快乐”!

见面会现场，为了方便大家认识和沟通，工作人
员做了非常贴心的安排：从各方来的受助学子和认助
人统一聚集在学校图书馆一楼大会议室，工作人员逐
一宣布认助人和对应的受助学子，念到名字的人起
立、转身到外面长廊聊天区域，那里已经摆好凳子，布
置妥当。

从起身四下张望到目光锁定对方的那一刻，认助
人才将受助学生和之前名单上的名字、编号对应起
来，尽管是第一见面，现场很多认助人和学生都是很
自然地手拉手向外走去。

“我们的外孙女都比你大几岁，我们就当你是自
家的孩子，以后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们，周末可以
常到家里吃饭。”吴奶奶和李爷爷反复叮嘱面前的李
同学，他们还详细地查了学校到家的公交车路线。

吴奶奶和李爷爷今年是第一次参加彩虹助学，他
们5月初在宁波晚报上看到了彩虹助学消息，两个人
一拍即合，赶紧打电话认助。“这种方式很好，我们可
以和受助的孩子面对面并保持联系，还可以持续关
注、帮助孩子成长。”李爷爷说，他看到李同学的简介
里面标注着“班干部”，觉得小伙子很上进，立马定了
就是他。吴奶奶补充说，“我们都退休了，经济条件也
过得去，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以后每年通过彩虹助学
认助一个孩子。这样等上一批的孩子毕业了，下一批
又接上了，每年保持资助三个孩子。”

认助人孙女士说，自己是替丈夫来的，
这已经是她第5次替丈夫来赴彩虹助学见面
会了。原来，她丈夫开公司非常忙，经常出
差在外，但一直对彩虹助学这件事很上心。
于是，孙女士就主动承担起了丈夫的“爱心
代理”。“我们之前资助的学生有两个已经毕
业工作了，平时微信上偶尔会联系。”孙女士
说。至于回报，她摆摆手连连说：“这个从来
没有想过，只要孩子们过得好就可以了。”

孙女士丈夫今年资助的韩同学幼年丧
父，提及伤心往事，她忍不住掉泪。韩同学
说，从中学到现在，好心人的资助让她深切
地感受到了善意和温暖，“这个社会上还是
好人多！”

陈奶奶和徐爷爷是见面会散场最后离
开的，他们拉着资助对象包同学拍了一张合
影，才相互搀扶着离开。

陈奶奶和徐爷爷来自东钱湖旁的一个
村庄，为了这场见面会，他们早晨5点50分
就出门了，路上转了两路公交车，8点多才到
达。其实，他们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
两个人都是农保，每个月各有 1000 元出
头。徐爷爷几年前得过一场大病，至今每天
都要服药。徐爷爷的农保全部用于个人买
药和零散开销。陈奶奶则把自己农保的一
小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大部分都攒了下
来。她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都用来帮
助他人。她说：“这次助学的3000元，我攒
了3个月。”

陈奶奶总是对别人倾囊相助，徐爷爷则
一直默默支持。他们将这些行为朴实地归
结为“行善”，“行善嘛，应该的，我们很开心
做这些！”陈奶奶笑得很爽朗。

通过见面会
看到大家慈善理念的提升

“这次助学的3000元
我攒了3个月”

“从来没有想过回报
孩子们过得好就行了”

“我们当你是自家的孩子”

初次见面，便亲切地手拉手

“我们不图任何回报，给予本身就很快乐”
第十七次彩虹慈善助学见面会
没有陌生与隔阂，只有亲切与温暖

认助人和受助学生第一次见面就自然地亲切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