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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猫和小猫钓鱼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读
过。这是早年纳入小学课本的经典童话。故事
很简单，说的是老猫带小猫去钓鱼，小猫一会捉
蝴蝶，一会捉蜻蜓，结果一条鱼也没钓到，而老猫
专心致志坐着钓鱼，结果钓了很多条鱼。童话的
寓意是：要人们学习老猫专一做事，以提高工作
成功率。

在现实生活中，不专心做事或三心二意做事
者大有人在。他们办事屡遭挫折，常埋怨自己运
气不好，工作环境条件不够成熟，却没有想过自
己有没有一点老猫这样的“专心”。

有位老朋友来访，我们叙旧。他告诉我，大
半辈子走过来，却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感到有点
遗憾此生。他自己还做了剖析，说自己做事自信
不够，定力不足，一段时间做生意，一段时间又在
画画，一段时间在跑运输，一段时间则赶潮流从
事房地产，结果每件事都没做成。我感同身受，
觉得自己跟他半斤八两，总是不能专心做一件
事，自然结果也没有哪件事做得出色。

我想，不专心做事的思想根源大概是“这山
看那山高”，心思情绪不稳定，未能“一颗秤砣铁
了心”，专攻某一件事。总是脚踏几只船，同时想
做几件事，结果一件事也没做好。

这个世界是精彩的，可供我们选择做的事情
很多。一个人如果贪心，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
要，结果可能什么都得不到。这就像丰盛宴席上
可供我们享用的好东西太多了，如果我们贪吃，
什么都想吃，就会把自己撑坏，或者什么也没有
吃出个味道来。俗语说，饭还得一口一口吃的，
谁叫我们只有一张嘴巴一个胃呢？事情也只能
一件一件办，最好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谁
叫我们只有一颗脑袋一双手呢？

任何事情不会马上就能有收获，恰如老猫坐
等鱼儿吃饵。这也是对我们长途跋涉脚力的考
验；任何事情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半途都有各
种挫折，这是对我们斗志和毅力的磨炼。坚持就
是胜利，坚持来自专一做事的老猫钓鱼精神。

成功与失败也许仅差那么一点点。坚持到
底你就成功了，半途泄气你就失败了。这就像挖
井人，坚持继续再挖下去一尺，泉水就会汩汩而
出，一旦放弃了这最后一尺的挖掘，整口井也就
前功尽弃，白挖了。

老猫钓鱼的精神
○ 许亮生

上好“开学第一课”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综合整理

8 月 30 日，开学第一天，在岑巩县实验幼儿园，暖
场又走心的开学“仪式”让孩子们回味无穷。

奋进乐章，令人向往，红旗飘扬，指明方向！满怀
着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憧憬，孩子们的开学第一次升
旗仪式隆重举行。在雄浑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
升起，全体师生怀着无比崇敬与喜悦的心情，庄重地注

视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无比骄傲与自豪。看
着大班旗手们英姿飒爽的出旗仪式、聆听园长妈妈亲
切的问候以及鼓舞人心的致辞，感受手语操《国家》的
心情澎湃……开学第一天第一课，孩子们的爱国热情
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点燃，在鲜红的国旗下，在浓浓的
爱国氛围中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通讯员 管云利）

岑巩：“萌娃”升旗迎开学

为切实做好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教
育工作，进一步增强其交通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8 月 30 日，镇远县江古
镇利用中小学开学时机，邀请交警到江
古镇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开展秋季“开
学第一课”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讲
座，以“知危险 会避险”为主题，为 1700

余名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交通安
全教育课。

讲座上，交警同志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学生们讲解交通安全知识《交通安
全三字经》和出行常识，结合实际案例
教育学生们在道路上行走的注意事项，
讲解乘坐无牌无证车辆和超员、非法营
运车辆的危害，以及发生交通事故应如
何自救等相关交通安全常识。提醒和
教育学生上学、放学时不要随意横穿马
路，不要在马路上追逐打闹，不要勾肩
搭背骑车，上下学选择安全合法的机动
车，乘车系好安全带，做到安全、文明、
有序出行。 （通讯员 刘朵）

镇远：交通宣传进校园
为抓住新学期开学第一课教

育契机，麻江县隆昌小学通过开
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激发孩子们
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近日，
麻江县金竹街道隆昌村隆昌小学
开展了“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为
主题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
引导他们树牢爱党爱国理想。

在麻江县隆昌小学一年级
（2）班的教室里，身着畲族民族
服饰的赵华甫老师，正通过畲
语、汉语双语教学方式为新生们
上《开学第一课》，通过详细介绍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向孩
子们传递“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的价值理念，增强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牢固树立为祖国繁荣昌盛
而奋发读书的远大志向。

（通讯员 欧清兰 韦刚）

麻江：“双语”开讲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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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心学习，在欢声笑语

中快乐成长！

“老人家，请问您打疫苗没有啊？家里还有人没
打疫苗吗？”近日，在黄平县谷陇镇黑冲村，有着丰富
农村基层经验，曾经担任过脱贫攻坚驻村第一书记
的聂刚翠，问得仔细、记录得认真。在得知一些群众
以腰酸腿痛、长疮长疱、年龄偏大等理由拒绝接种新
冠疫苗时，聂刚翠现场当起了政策宣传员，向群众讲
解抗疫知识。

“给大家打疫苗是免费的！合不合适打疫苗，首
先要经过身体检查，打好疫苗后，还要观察半小时，
大家不用担心会影响健康。国家为筑起这道全民免
疫屏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目的就是为了保护
好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要珍惜疫苗接种机
会，感谢祖国哩！”

连续 3 天，聂刚翠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不停宣传
劝导群众尽快接种疫苗，用自己的私家车来回接送
21 名群众到卫生院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耐心的劝
说、周全的接送，让当地群众深受感动，大家亲切地
称她“好姨妈”。

聂刚翠和潘平、徐可民、钟芳芳，是黄平县农业
农村局的防疫宣传模范，是人人称道的防疫热心“四
姨妈”。

平日里，“四姨妈”不仅是工作上配合默契的同
事，还是生活中形影不离的广场舞舞伴。这几天，

“四姨妈”放弃了每天下班必跳的广场舞，走村下寨
全力当好防疫宣传员。

徐可民是四姨妈中的大姨妈，这几天，徐可民来
到她曾经在脱贫攻坚中奋战的野洞河镇仁里村，宣
传动员群众尽快接种新冠疫苗。该村大院组有 3 户 7
人对接种新冠疫苗一直心存顾虑，尽管镇、村干部都
多次登门，苦口婆心做了思想动员工作，但还是不愿
接种疫苗。为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徐可民采用了
讲政策、拉家常、权衡利弊等“战术”，一系列攻心“组
合拳”下来，最终 7 人都完成了疫苗接种。

“二姨妈”钟芳芳和“三姨妈”潘平，平日里“舞
瘾”最大，跳广场舞几乎是她们每天都雷打不动的

“必修课”。
在得知自己的帮扶村里一些群众还未接种新冠

疫苗，这俩姐妹坐不住了。
考虑到当前正是秋收时节，白天群众要下地干

活，两姨妈每天乘着夜色，来到旧州镇平西坝和川心
村，逐一上门宣传动员群众尽快完成疫苗接种。

她们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连续5天的奔波，两位
好姨妈先后宣传动员56名群众完成了疫苗接种。

“虽然暂时放弃了广场舞，但我们觉得跳起‘全
民健康舞’更有意义！”面对采访，钟芳芳和潘平自豪
地说。

为尽快构筑起疫苗接种这道坚固的免疫屏障，自今年
8月份以来，该县农业农村局先后组织142名农技干部在
抓好秋收工作的同时，劝导800多名群众完成了疫苗接
种，实现了秋收与推进疫苗接种两不误、双促进的目标。

黄平县：

广场舞“四姨妈”变身防疫宣传员
○ 通讯员 杨正洪 张艾

天柱县的大山里，欧阳大松老师带
着附近村子的孩子一起打篮球。两年
来，在他的带领和鼓舞下，60 多个孩子
放下手机，喜欢上了篮球。因为热爱，
欧阳大松用自己的汗水把篮球梦的种
子悄然播撒在大山里。

约的不只是篮球
八月的一天，笔者来到天柱县社学

街道长团村，一群身穿红色球衣的孩子
聚集在村口一户人家前。

这是天柱民族中学体育老师欧阳
大松的家。假期里，孩子们每天 7 点钟
就聚到这里等着欧阳大松。两年的假
期里，这已成了欧阳大松和孩子们的默
契约定。

“您好！”见到我们，欧阳大松迎了
上来。

一米六五的个子，瘦脸。鼻梁上还
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温文尔雅。脸上洋
溢着阳光却又略微羞涩的笑容，这与想
象中高大魁梧的篮球教练形象显得有
些出入。

然而，他确实就是天柱民族中学体
育老师，长团村孩子的篮球教练——欧
阳大松。

“就是想带娃娃打打篮球，让他们
少玩手机。”欧阳大松回忆，2020 年暑
假，他回到家乡看到村里孩子整天玩手
机，甚至有的孩子成了近视、驼背。于
是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在村里办免
费篮球培训班。

“一开始只有几个孩子来，后来越
来越多，连隔壁村的孩子也来了。”欧阳
大松高兴地回忆，免费教孩子打篮球的
想法很快得到大家响应，家长都主动把
孩子送来学。

村民们为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训
练环境，大家投工投劳、安装了篮球架、
太阳能路灯，铺设了塑胶球场地板。长
团小学的篮球场焕然一新。

那个假期开始，孩子们和欧阳大松

有了一个约定：每天早上 7 点到 10 点，
每晚 7 点到 10 点，篮球场上，不见不散。

两年来，在欧阳大松的带领下，邻
村平甫村、渡马镇岩门村十里冲、邦洞
街道胡家洞、摆头村等地的家长纷纷带
着孩子慕名而来，六十多名孩子因此爱
上了篮球。

带孩子打篮球，不仅让孩子远离了
手机，还在孩子心里埋下了篮球的种
子，是一种希望，也是梦想。

风雨无阻的训练
练球时间，孩子们聚集在欧阳大松

家门口。不一会，学生到齐，欧阳大松
一声哨响，大家跟着朝学校走。

路上，欧阳大松介绍，孩子们练得
很刻苦，除了恶劣天气外，每天两次
练习都不会缺席。但由于孩子们接
触篮球的时间不久，他又只能在寒暑
假期才能回来教孩子，进展显得慢了
一些。

学篮球的孩子太多，欧阳大松一人
照应不全，于是他召集了之前自己在天
柱民族中学带的特长生前来帮忙。

篮球训练，有时阵雨不期而至，但
孩子们却未放弃过。

“重心压低，护球的手要抬起来。”
欧阳老师把孩子们集中到球场边的风
雨桥长廊，站作两队相对而立，一场“室
内”教学有序展开，孩子们认真地听着
老师的讲解，一边原地练习起拍球运球
的基本动作来。

廊外风雨大作，廊内刻苦训练的孩
子们也是汗如雨下。

一会儿工夫，雨停了下来。长廊里
的孩子跑向球场，欧阳大松和大学生徒
弟把学生组织起来开始练习着运球、上
篮、投篮等动作。

赛出小村新风
当晚有一场训练赛，对阵方是邻村

摆头村的孩子，这些孩子同样也是欧阳

大松带的 60 余名学生中的一部分。
村里乡亲听说有比赛，也早早来到

篮球场。晚上 7 点，比赛正式开始。一
开赛双方对阵就陷入了胶着，你来我往
的防守和进攻激烈，但双方都未能抓住
机会得分。

“我来”，摆头村的 7 号球员无论
在拼抢、运球上都较为突出，只见他
在篮下一个箭步抢下篮板球后快步
推进到中场。

看到对手运球前进，长团村的杨文
超立即追上，几次尝试将球切掉，然而
对方 7 号确实优秀，两个变向后把球传
给队友。

这个传球只是过渡，7 号接着又从
队友手上拿到球后闪身突破，一个三步
上篮，冲破长团村内线防守，将球投进
篮筐。

“好……”精彩的进球引来场边观
众一片喝彩。

比赛中，欧阳大松一直在场边给场
上球员加油鼓劲，提醒球员防守站位以
及战术实施。

孩子在场上挥汗如雨，乡亲们在场
下随着场上比赛形势的变化也发出一
阵阵喝彩声。

“娃娃的比赛很精彩！”全场观看了
比赛的一名家长激动地说。

比赛结束后，按照惯例会有一个每
天训练的总结。欧阳大松把所有的孩
子都召集在一起，先玩“击鼓传花”，让
孩子们先放松下来。

之后，欧阳大松和大学生助教老师
认真地讲着当天训练和比赛中的一些
细节，分析当天训练的情况。

采访中，大学生助教杨天文告诉笔
者，他们非常感谢欧阳大松老师。杨天
文通过打篮球于 2020 年考上了安顺学
院体育系，而当天在场的还有同样因体
育特长考上贵州民族大学体育系的田
泰发，以及 2021 年刚考上广东理工学
院体育专业的杨彬。

采访最后，欧阳大松坦言，有个孩
子，虽然才上小学，但身高已达到178厘
米，条件非常的好。他希望通过训练，
让孩子强身健体的同时发现一些好的
苗子，为孩子的将来提供更多的可能。

托起乡村少年篮球梦
○ 通讯员 金可文 陈光昌 廖尚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