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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有担当
的“好同桌”
4月3日，台湾省花莲县

海域发生7.3级地震，厦门震

感强烈。在这次地震中，一

段教室里的监控视频让“张

智勋”这个名字为全国所熟

知。

地震发生时，张智勋毫

不犹豫抱起行动不便的同桌

乐乐（化名），冲出教室，把他

放在轮椅上，转移到安全地

带。张智勋因此获得了阿里

公益“天天正能量特别奖”。

阿里公益给他的颁奖词写

道：“倘若平日里的热心是少

年的力所能及，那么，这一

抱，更胜过千言万语。”

抱乐乐这件事，张智勋

已经十分熟练。乐乐患有罕

见病，手脚萎缩变形，力量非

常小，平时以轮椅代步。高

一入学时，当班主任找到张

智勋询问是否愿意与乐乐当

同桌时，张智勋毫不犹豫答

应。自此，他成为了班里帮

助乐乐的主力队员。

熟悉张智勋的老师、同

学都对他赞誉有加，不只是

这一次灾难面前的帮扶。张

智勋的母亲早逝，父亲的手

臂因意外导致肌肉萎缩，丧

失劳动能力。面对生活的窘

境，张智勋没有放弃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而

是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强

勇敢的品格面对学习生活上

的风风雨雨。他孝顺长辈，

照顾家庭；勤学善思，成绩优

异；兴趣广泛，热爱体育，喜

好音乐。他像个小太阳一

般，照亮自己的生活，点亮周

遭世界。

热爱志愿服务
的文明标兵
6岁起，叶泓宏开始跟着

奶奶从事志愿服务，至今已

坚持 8 年，累计服务时长

1125小时。公益伴随她快乐

成长，她也用行动书写了文

明城市小小主人翁的故事。

每到周末、假期时间，叶

泓宏比平时更忙碌，在完成

学习任务的同时，她不断奔

赴一场场志愿服务之约。她

到白鹭洲社区书院总部义工

服务站值班，协助做好垃圾

分类活动；参与思明区城市

义工协会助残活动，陪伴残

疾人户外踏青；在小白杨爱

心志愿服务团队多次捐款，

为福建贫困地区的校园儿童

送温暖；参加思明区文物守

护认领志愿服务活动，成为

思明区首批文物寻根青少年

志愿宣导员；参加上李社区

移动爱心厨房的活动，在家

精心烹饪爱心午餐，为社区

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者上门送

餐……参与志愿服务已经成

为她的一种习惯，融入她的

生活。

叶泓宏经常撰写诗歌和

作文来记录参加志愿服务的

体会，分享投身公益带来的

收获和快乐。她积极带领同

学参加课外活动社会实践，

参加思明区文物保护协会组

织的文物寻根之旅，感受保

护文物的重要性；参与金榜

公园美丽心灵志愿服务驿站

的志愿服务活动，爱园护绿，

奉献社会。

博学进取
的爱国少年
王悦洋出生于嘉庚故

里，深受嘉庚精神熏陶，从

小热爱祖国，热爱中华传

统文化。在嘉庚精神的滋

养下，小小少年立志成长为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

王悦洋经常参观市博

物馆、地方畲族民俗馆，以

及嘉庚纪念馆、林巧稚纪念

馆、马约翰纪念馆等爱国名

人博物馆，立下学先贤报桑

梓的志向。为此，他勤奋学

习，严于律己，各学科成绩

长期名列前茅，书法、朗诵、

音乐、体育、计算机方面都

有特长，先后获评福建省优

秀少先队员、厦门市优秀少

先队员。

王悦洋心怀爱国之情，

积极参加红领巾心向党、红

领巾争章等爱国主题实践

活动；每年赴五通灯塔公园

参加祭扫厦门抗日死难者

纪念碑活动，并发挥特长，

朗诵、录制爱国诗歌发表到

学校公众号，在实践中践行

理想，厚植家国情怀。

王悦洋潜心学习书法，

3年来先后荣获省教育厅主

办的“笔墨中国”汉字硬笔

书法大赛一等奖2次、二等

奖1次，国家教育部主办的

“笔墨中国”汉字硬笔书法

大赛三等奖1次、优秀奖2

次，厦门市规范汉字硬笔书

写大赛一等奖。他积极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做文化自

信好少年。

增进民族团结
的友谊使者
从海上花园到西北边

关，翟星云热心公益，传递爱

心；跨越山海，他与少数民族

小伙伴结下深厚情谊，争做

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小小石

榴籽”。

翟星云的父亲是一名守

卫边疆的军人，每当放假，他

就会去部队探望父亲，与父

母一起在当地做好事。2018

年，翟星云随父母来到新疆

叶城县铁提乡维吾尔族老汉

艾山江家。父母为艾山江老

汉一家提供了生活上的帮

助，他则将自己喜欢的书籍

和玩具送给老汉家的古丽和

巴郎。此后，每逢假期去爸

爸部队，翟星云都会去找巴

郎和古丽，教他们读汉语故

事，巴郎和古丽则请他吃好

吃的馕饼和羊肉串，教他跳

新疆民族舞，友谊之花在他

们之间盛开。

当爸爸转战西藏以后，

翟星云又与父母一同牵起了

西藏普兰县嘎乡岗萨村的学

生贡觉赤来旺堆的手。得知

旺堆生父早年离世，母亲再

嫁，现在家庭仅靠继父微薄

收入支撑后，翟星云经常写

信鼓励旺堆，用自己义卖的

钱为旺堆购买书籍和学习用

品，还把自己获得的一等奖

学金通过旺堆的班主任捐给

西藏的贫困学生。

无论走到哪，他的身上

总传播着正能量，像小太阳

一样温暖他人。

关爱孤独症儿童
为他们带去欢乐

11岁的张珞珩有5年的

志愿服务经历。他从身边小

事做起，关爱弱势群体，用爱

心关怀着一颗颗孤独的心，

为“星星的孩子”送去欢乐。

张珞珩的志愿服务之路

是从扶起共享单车、清理海滩

垃圾开始的。在做这些小事、

琐事过程中，张珞珩默默地为

厦门这座城市作出贡献。除

此之外，他还挂念着一个特殊

群体——孤独症儿童。

刚接触这个群体时，张

珞珩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将

心比心，他不断把自己和孤

独症儿童作对比。“他们没有

交流能力，没有自理能力，没

法像我们健康的孩子一样生

活，感受不到我们的幸福。”

张珞珩暗下决心，要尽自己

所能帮助孤独症儿童。为了

给这些“星星的孩子”带去知

识和欢乐，张珞珩将自己的

300多本书籍、玩具和文具捐

赠给湖里区嘉禾学校和厦门

市昱昕自闭症康复中心。张

珞珩还经常去看望孤独症儿

童，为他们画画，给他们讲故

事，陪他们玩游戏，希望用心

与心的交流驱散他们内心的

孤独。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张珞

珩积极为孤独症儿童策划、组

织义卖募捐活动，长期参与

“点亮心灯”公益宣传，让更多

的人关注这一群体，为孤独症

儿童争取更多的资源。

厦门第六中学八年级

翟星云

常怀赤子心传递温暖 厚植家国情传承文化

厦门市东渡小学五年级

张珞珩

传播红色文化
的“小讲师”
林已涵出生于军人世

家。身为军人的后代，她倍

感自豪。她被先烈舍生忘

死的精神所感染，立志当好

红色精神传承人。

林已涵很小的时候就

能讲述其太爷爷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的故事，喜欢

阅读《保卫延安》《铁道游击

队》等红色文化丛书。她经

常寻访革命圣地，了解革命

历史，热心弘扬红色文化。

作为学校红色课堂的

义务“小讲师”，在主持学校

升旗仪式时，林已涵向同学

们讲述红色故事和党的历

史。课余时间，她到神山教

育基地、厦门海堤纪念馆、

胡里山炮台、厦门烈士陵

园等红色研学基地宣讲红

色故事，累计宣讲百余次。

在红色精神引领下，

林已涵严于律己，奋发向

上，学习成绩名列年段前

十。她兴趣广泛、多才多

艺。她曾以全国第二名的

成绩在“言子杯”全国少年

儿童故事大王选拔展示活

动中获“全国级最佳故事

大王”称号，并作为推荐

人物在《故事大王》书刊

中刊登。她曾获“曹灿

杯”全球华语朗诵大赛的

“全球朗诵之星”称号，并

多次荣获福建省讲故事

大王比赛金奖。

讲好红色故事
的“传承人”
有人说，三明大田就像一

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

馆。陈俊坤就出生在这片土

地上。年幼时耳濡目染的革

命故事在他心里埋下了红色

的种子。

三年级时，陈俊坤就通过

竞选成为了学校少先队大队

委中的一员。“一道杠杠，一份

责任。”陈俊坤积极向同学宣

讲少先队知识，教低年段的同

学唱少先队队歌、正确佩戴红

领巾、敬队礼等。他还积极参

与“红领巾爱学习”，六季130

期主题队课，陈俊坤期期不

落。这也让他决定发挥自己

的演讲特长，把红色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

为了讲好红色故事，陈俊

坤和父母前往厦门革命烈士

陵园、古田、长汀、瑞金等地，

追寻红色足迹；利用节假日到

各红色教育基地、博物馆等担

任红领巾讲解员；每天错峰吃

午饭，只为准时在红领巾广播

站的红色板块与同学们分享

先辈们的革命故事。

在红色精神的激励下，

陈俊坤正努力成长为全面发

展的好少年。他多次在市信

息学竞赛、创客大赛中斩获

一等奖，在各类省级征文比

赛屡获一等奖。2023年，陈

俊坤荣获福建省“红领巾奖

章”个人四星章，作为厦门

地区的少先队员代表参加

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福建省

第八次代表大会。

陈俊坤

林已涵

关爱患病同学
的“暖男”
一顿顿热腾腾的午饭，

一次次细心耐心的护送，邢

轶轩对伙伴的关爱与帮助

真挚而朴实。

七年级刚入学，邢轶轩

就注意到了饭点还在座位

上一动不动的同学小峰（化

名）。得知小峰行走不便

后，邢轶轩冲向食堂，为他

端回了热腾腾的饭菜。

原来，小峰患有先天性

肌营养不良，全身无力，且

髋关节发育不良，行走十分

困难。从那天起，邢轶轩成

了小峰的“双腿”。课间背

着小峰去厕所；饭点飞奔于

食堂教室间，送上热饭菜；

小峰想去哪里，邢轶轩总是

豪爽回应“马上安排”。两

人间的兄弟情谊愈发深厚。

邢轶轩个头不高，儿时

患有呼吸道支气管炎，每次

稍有剧烈运动就会引发咳

嗽。对他来说，背小峰并

不轻松。为此，邢轶轩抓

住一切机会锻炼体能。每

次看到小峰过意不去的表

情，邢轶轩都会故意挽高

袖子，露出大臂，“看，这可

都是肌肉呢！背你我相当

于免费健身，赚了。”

邢轶轩帮助小峰的故

事为全校师生所熟知，邢

轶轩被称为“小雷锋”。

面对同学老师的夸奖，他

总是连连摆手说道：“我

不会的题都是他教我的，

可耐心了！”哥俩的友谊

深深感染了周围同学。

同学们跟着邢轶轩一起

组成了“小峰同学行

动队”。

热心公益践初心
声音传播正能量

邱王子逸是一名小志愿

者，跟随父亲参与各类志愿

服务，传播志愿精神；他也是

一名小主持人，用声音传播

正能量，为传承传统文化贡

献力量。

2017年的一天，邱王子

逸跟着父亲来到滨海街道睦

邻中心，那里举行一场公益

市集活动，父亲和其他党员

为居民提供免费家电（手机）

维修检测、心肺复苏培训等服

务。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邱王

子逸学着大人的样子，帮助布

置场地、搬运物资，用稚嫩的

声音向过往的居民开展宣

传。他小小的身影感染了其

他孩子，许多孩子加入进来。

这是邱王子逸的志愿服

务初体验，他感受到奉献爱

心带来的快乐，于是后来经

常和同学一起参加社区志愿

服务，走进养老院为孤寡老

人送温暖，参与癌友关怀公

益活动……他的志愿服务经

历越来越丰富，这也更加坚

定了他参加爱心志愿服务的

决心。

播音主持是邱王子逸的

兴趣爱好。他活跃在各类演

讲、朗诵、主持舞台上，用声音

传播正能量，表达爱国爱乡之

情，获得了“青苗奖”“鹭岛花

朵”“福建说”“曹灿杯”等多个

奖项。他还参与拍摄了微电

影《一琴一鹤》，为传承弘扬传

统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厦门市湖里中学七年级

邱王子逸

保护水资源
的绿色小卫士

跋涉厦门大大小小河

流，亲眼见证厦门生态文明

蝶变……范洪嘉积极倡导

节约用水、普及环保理念，

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厦门

水资源。

范洪嘉的父母均在科

研领域工作，他从小就跟着

父母一起去筼筜湖看白鹭、

取水样，了解筼筜湖从“臭

水湖”变为“城市会客厅”的

生态修复故事，一颗绿色种

子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受妈妈科研工作的引

导，范洪嘉利用假期积极参

与厦门河流调研巡查活动，

3年时间里基本走完了厦

门大大小小的河流，巡查里

程超1000千米，点位超600

个。每次，他都会将自己拍

摄的照片整理出来，制作调

研路线图和点位分布图，整

理调研笔记。在父母协助

下，他陆续将调研活动中

的照片材料和感受制作成

PPT和短视频，向同学们

介绍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

水的重要性。

通过长期的河流调研

巡查，范洪嘉掌握了用便

携式多参数水质测定仪测

定水体的温度、酸碱性、浊

度等水质指标的方法，成

长为厦门生态文明建设

的传播者和推动者。在

2021-2022学年“全国中

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

践大赛”全国决赛中，他

获小学组三等奖。

传承闽南文化
的“讲古仙”
出生在闽南家庭的邵林

皓，自小受闽南文化熏陶。

在他眼中，闽南文化如瑰宝

一般绚丽多彩，如何让更多

人领略其魅力？他立志成为

一名“讲古仙”，当好非遗传

承人。

“讲古”要有趣，需要运

用大量闽南俗语、熟语、歇后

语以及民间歌谣来串连故

事。邵林皓一有空就缠着爷

爷，让他给自己讲解闽南俗

语、童谣等。为了提升讲古

表演水平，他四处拜师，找厦

门讲古传承人陈旭老师学

艺，赴泉州向“讲古仙”王培

钦老师请教，每周末，还到厦

门老剧场文化公园听讲古老

师们讲闽南故事。他还经常

到福建青年作曲家郑重老师

的音乐制作棚里为讲古制作

戏曲伴奏，学习如何将戏曲

融入讲古创作。

邵林皓一有机会就积

极宣传、展示闽南文化。周

末的市博物馆、鼓浪屿经常

能看见他为市民游客讲解

闽南故事的小小身影；火车

站广场等地的公益宣传活

动中，也常能听见他那质朴

的闽南乡音。受厦门电视

台邀请，他定期创作红色闽

南讲古故事，先后录制多

期节目在《斗阵来讲古》栏

目播出。他在厦门市青少

年讲古电视大赛中获得三

等奖和最佳表演奖，作品

获得最佳创作奖，成为年

纪最小的获奖选手。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七年级

王悦洋

邵林皓 范洪嘉

厦门双十中学高一年级

张智勋邢轶轩
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六年级

厦门市槟榔中学七年级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八年级
厦门市第五中学三年级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

本版文字整理：晨报记者陈佩珊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七年级

叶泓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