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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本报讯 中小学开学前夕，江山市区某小

区内，12 岁的女孩何姿萱和外公王厚让在一

起滚铁环，祖孙二人一路欢笑一路汗水。

这是江山市实验小学寒假前布置的寒假

实践作业，学校要求孩子和长辈一起玩滚铁

环打陀螺。做得好的会在开学后参加竞演，

还会在学校官方公众微信号和家长群里公开

表扬。

江山实验小学校长杨根法说，这项实施

了两年的寒假实践作业，灵感来源于一个有

趣的小插曲。

2016年年底，学校生物课让孩子们回家发

豆芽，学生们反映父母都不会，只有爷爷奶奶

会。有一位学生的奶奶来到学校，绘声绘色地

讲起了发豆芽的技巧，孩子们听得很有兴趣。

一位老师突发感悟：“如今这些老底子的

手艺、游戏恐怕都要断层了。”

杨根法突发灵感，他决定和老师们一起

努力，将这些老底子的游戏用起来。“小时候，

我们没有电子游戏，没有电视，但我们和小伙

伴们滚铁环、打陀螺，非常快乐，身体也很

好。集体游戏一定比一个人玩更有益于孩子

的身心成长。”

“年轻的父母也许都不会玩那些老底子

游戏，让孩子和会玩这些玩具的爷爷奶奶一

起玩，这样老人和孩子不孤单，老游戏可以得

到传承，爷孙能多交流，孩子也会懂得孝老爱

亲，这是我们想达到的终极目的。”杨根法说。

“因为有表扬，有同学之间的竞争，孩子

们激情很高，而游戏健康有益，家长热情也很

高，所以这项寒假实践作业推广得很好。这

应该会成为江山实验小学的传统延续下去。”

杨根法说。

赵文宇是江山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他

和外公外婆玩的游戏是打陀螺。66 岁的邓

云明是赵文宇的外公，如今已经退休在家。

因为年纪小，赵文宇陀螺打得并不顺畅。“孩

子爱学，每天进步都很大，每天进步一点就好

了。现在孩子会滚铁环，踢毽子，跳皮筋，和

我小时候过年玩的一样，感觉特别欣慰特别

有年味。”邓云明说。

赵文宇的妈妈邓艳更是喜上眉梢，“孩子

呆家里总喜欢看电视，孩子小自制力差，现在

会陪外公外婆玩很久。寒假实践作业一来让

孩子远离电视游戏，二来让父母感受天伦之

乐，作为家长感到非常欣慰。”

本报记者 盛伟 文/摄

通讯员 苏建宏 王华君

他们的一项寒假作业，是和爷爷奶奶一起打陀螺滚铁环

本报记者 汪子芳 通讯员 陈晓琴

67岁倪大伯用长满老茧的手递上一叠钱，执意要还1万元慈善救助款

善款不能有去无回
这笔钱应该去帮助更多的人

“谢谢你们帮了我一把”
他伸手递还万元善款

事情发生在半个多月前。

“5 年前，你们捐助了我 1 万元善款，现

在我有能力还了，还了 10300 元回来，谢谢

你们在我最困难时帮了我一把。”2 月 11

日，一位老人急匆匆地来到乐清市虹桥镇慈

善分会，递给工作人员一包人民币，让他们

收下。

或新或旧的纸币上带着生活的褶皱，有

些卷了边折了角，老人用粗糙的双手将它们

抚平，整理好交到工作人员面前。

乐清有着大大小小的企业，前来捐款的

大多是衣食无忧的企业老板。眼前这位,一

看就是历经过生活沧桑的老人，看起来有些

特别。

“老人灰白的头发，双手粗糙布满老茧，

卡其色的夹克洗得有点泛白。”2 月 28 日，回

忆起年前来送万元善款的老人，工作人员依

然记忆深刻，“那一双手关节粗大掌纹横陈，

一看就是平常干重活的人。”

这位老人就是67岁的倪大伯，家住乐清

市虹桥镇农村，农闲时开电动三轮车拉货。

原来五六年前，大伯的儿子得了重病，家里经

济困难，乐清市慈善总会虹桥镇分会得知情

况后，送去了1万元善款。

儿子深受病痛折磨，那是倪大伯人生中

最无助的时候，收到了雪中送炭的 1 万元救

助款，一家人都铭记在心。遗憾的是，大伯的

儿子最终还是没能留住，老人很久都没有从

悲痛中走出来。虽然伤心不已，但他一直没

有忘记当年受到的帮助。

这些年来，倪大伯辛苦赚钱慢慢积攒，终

于在春节前攒够了 10300 元，担心慈善总会

的工作人员过年会放假，2 月 11 日，他赶紧

把钱送了过去。

“这些钱可以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善款将用来捐助尿毒症患者

“慈善部门捐助给弱势群体的善款（救助

款）是不需要受助者归还的。”虹桥镇慈善分

会会长金顺清向倪大伯解释。

金顺清说，他从事慈善行业整整 10 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来还善款的人。得知原因

后，担心大伯家里生活困难，大家建议大伯将

这些钱拿回去好好过个年，但老人坚决不肯。

昨天下午，记者联系到倪大伯时，他刚刚

拉完货忙完手头的活。说起归还慈善款的初

衷，倪大伯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

人，就像当时的他一样，善款不能有去无回，

这些钱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大伯说，儿子离世后，他一度过得很消

沉。后来他慢慢看了些书，悟出了一些人生

道理，也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慈善分会原本分给大伯 1 万元善款，倪

大伯却还上 10300 元。“去还恩情总是要多

还一点，其实 300 元连这些年的利息也不

够。”倪大伯说，善款还清了心里舒服。

为了早点归还善款，大伯不顾家人的反

对，开起了电动三轮车赚钱。“就是辛苦一点，

日子也还过得下去。”和倪大伯协商后，慈善

分会的工作人员决定，将这笔善款捐给虹桥

镇特困尿毒症患者救助基金，帮助那些贫困

的尿毒症患者。

他伸出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递上厚厚的一叠钱，交给了

浙江温州乐清市慈善总会虹桥镇分会的工作人员。

老人来自乐清，姓倪。五六年前，倪大伯的儿子生了重

病，当时经济困难，乐清市慈善总会虹桥镇分会给大伯送去了

1 万元慈善救助款。这笔雪中送炭的钱，让倪大伯一家人铭

记在心。

不曾想，时隔多年后，倪大伯捧着辛苦赚来的10300元，

专程来到虹桥镇慈善分会归还善款。

“慈善部门捐助给弱势群体的善款（救助款）是不需要受助

者归还的。”工作人员这么跟倪大伯解释，但大伯坚决要还。他

说，善款不能有去无回，他要让这笔钱去帮助更多的人。

何 姿 萱 和 外

公 一 起 滚 铁

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