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 21 日，市人民幼儿园师

生齐聚操场举行开学典礼，共同

开启新学期的快乐之旅。园长李

红巧为全体师生送上真挚的祝

福，各班小朋友则带来了丰富多

彩的表演。

融媒记者 吕鹏 摄

开启快乐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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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高婷婷 吕

鹏） 2 月 17 日，解放小学少先队员迎

来了“开学第一课”主题班会活动。

本次班会活动以冬奥会为切入

点，引领少先队员回顾了冬奥会上的

精彩镜头。无论是开幕式上编织的

中国结形状雪花，还是场上炫目多变

的精彩表演，都使队员们深深体会到

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感受到了中

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见证了中国数字

科技腾飞的力量。

此外，运动员在赛场上拼搏的身

影也深深激励着每一个少先队员。

“希望大家都能向奥运健儿学习，向

女足姑娘学习，将拼劲放在学习和生

活中。”解放小学相关负责人说。

奥运精神励学子
红星闪闪向未来

冬奥会缘何能够
“绿”起来
绿色办奥，是冬奥会的办赛理念

之一。组委会在几年的筹办过程中，

一直努力践行绿色理念。

一度绿电，能让冬奥会颁奖广场

的主舞台亮 22 秒左右；一度绿电，能

让厨师在冬奥村的“全电厨房”烹饪 2

份美味菜品⋯⋯这是冬奥保电队员

在工作中总结出的数据。这些源源

不断的绿色电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

河北省张家口市的可再生能源示范

区。距离北京近300公里的张北坝上

有着天然丰富的光照和风能。通过

可再生能源示范项目、张北柔性直流

电网工程，张家口张北地区丰富的

风、光资源转化为清洁电力，保障了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大冬奥赛区稳

定运行。场馆清洁能源的使用在以

往的奥运会中都有所体现，但北京冬

奥会实现全部场馆由城市绿色电网

全覆盖，这在奥运历史上还属首次。

具备绿色理念的还有二氧化碳

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该技术被视为

目前最先进、最环保、最高效的制冰

技术之一。国家速滑馆、首都体育馆

等 4 个冰上场馆将统一采用该技术，

在为“最快冰面”打下坚实基础的同

时，还将实践冷热联供的节能理念与

碳排放趋近于零的环保理念，直接减

少900吨二氧化碳排放。

与传统的制冰技术相比，采用二

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制出来

的约 5500 平方米的冰面，冰温很均

匀，温度差基本上能够控制在 0.5 摄

氏度以内，这是用氟利昂制冷剂或乙

二醇载冷剂制 冰 的 冰 场 很 难 达 到

的。而在实现高品质制冷的同时，

“冰丝带”配置了一套先进的智能能

源管理系统，可以高效回收制冷系

统 所 产 生 的 余 热 ，为 场 馆 除湿、浇

冰、融冰等需求及运动员日常所需场

景提供近 70℃的热水。同时，利用冷

热联供一体化设计对制冷余热进行

回收利用，能效提升 30%~40%，全部

余热可回收，用于场馆热水、浇冰、除

湿等。

除此之外，在本届冬奥会中，氢

能大巴、可降解餐具等绿色实践也都

让冬奥会真正“绿”起来，成为了绿色

奥运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市科协供稿）

开栏语
赛场上，00 后小将苏翊鸣凭借惊艳的表现拿下金牌，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奥运冠军；00 后

女孩谷爱凌以二金一银的漂亮成绩单，结束了她的首次冬奥之旅⋯⋯2022北京冬奥会上，这

些年轻的身影在全世界面前“飞”出了中国青年的高度和勇气；而在我们永康，也有着这样一

群年轻学子，他们征战学海，跨越高峰，以“青春之我”，书写青春的奋斗旋律。

正值开学季，一批永康籍优秀学子现身本报，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指引方向，带来别

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

在历届高考中流传这样一句话：

数学决定下限，语文决定上限。许多

高考生对此深有体会，他们认为，与数

学、综合学科不同，语文的打分标准更

“玄学”，很难通过刷题快速提高，因此

往往成了最拉分的学科。

胡雨露（2021 年被清华大学录

取）正是一位语文尖子生，在去年高考

中，她拿下了语文单科 134 分的好成

绩。提及自己攻坚语文的思路，她坦

言要从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说起。

进入高中后，胡雨露拥有了第一

本语文笔记本。纠正错题、整理知识

点、积累作文素材，都在本子上完成。

翻开她的笔记本，字迹工整，各模块知

识记录分门别类、排列有序，易错点用

不同的颜色标注，一目了然。

如果说，日常积累构成了语文的

基础，那胡雨露认为，掌握解题方法

就是应对语文考试的“捷径”。“只要

你对阅读理解的答题技巧足够熟悉，

即便遇上晦涩的文章也能踩中得分

点。”胡雨露说，比如常见的“分析某

句话的作用”题型，如果这句话出现

在文首，你就会马上想到这是为了开

篇点题，或是渲染气氛、埋下伏笔、设

置悬念，又或是为下文作铺垫、总领

全文。

对于文言文阅读，胡雨露也分享

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大家可以看一些

内容有趣的古文书籍来培养语感，我

选择的是《古文观止》。”

说完了阅读模块，胡雨露把矛头

对准了令许多学子头痛的作文。“相信

大家都知道积累素材的重要性。但同

样是大量引用的作文，有的被评价丰

富，有的则显得杂乱、堆砌，这是素材

消化程度差异造成的。”胡雨露认为，

消化和积累同样重要。

“落笔之前多思考，这个主题我可

以套什么素材，从哪个角度套才不显

得生硬？”针对关系类、思辨类的材料

作文，胡雨露的建议是多看一些批判

类和评论类文章，《人民日报》的评论

员文章就是不错的选择。

“想要在考试时得心应手，就要把

每一次模拟当作实战，当作磨砺好自

己的武器。”胡雨露说，语文并不“玄

学”，重要的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寄语：努力吧，努力永远不会辜

负你。

在老师的心目中，徐文卓（2021

年被中国科学院大学录取）是“弯道超

车”的典型。如果按照学年把高中划

分为三个阶段，那么每阶段伊始，徐文

卓的成绩都只能排在班级中游，而后

稳定提高，至阶段末期登顶。

“我觉得自己更能代表天赋一般

的考生。”曾经的永康一中学生、现在的

国科大学生徐文卓挠挠头，诚恳地说。

比起身边的学霸，徐文卓自认天

资不算出众。老师教新知识，很多学

霸一点就通，甚至能举一反三，徐文卓

却要花更多时间去理解。“我在每个小

阶段都给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把学

到的内容先吃透，至于拓展性的难题

不必太死磕。”徐文卓说，高中每天要

学习的东西很多，普通人很难学有余

裕。“地基的深度决定了楼层可以建多

高”，他认为与其花一晚上解答大题，

不如先夯实基础，为最后冲刺阶段做

好储备。

“到了高三，该学的都学完了，大

家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基础掌握情

况就会在成绩上体现出来。”徐文卓

说，当别人回头恶补，你就变相地增加

了复习时间，分数差就是这样慢慢拉

开的。

自律和勤奋是徐文卓的另一法

宝。每周六放学，徐文卓都会主动留

在学校里自习。上了高三后，为了多

一些复习时间，他选择了通校，学习日

程表从放学后排到晚上 11 时。他几

乎不碰电子游戏，那段时光虽然艰苦，

但徐文卓很感谢那个努力的自己。

高三最难挨的日子里，徐文卓靠

跑步纾解压力。晚自习一下课，他和

同学争分夺秒冲向操场，吹着凉风，什

么也不想，绕着赛道一圈圈跑。上课

铃响了，脑子也清醒了，又有了做题的

动力。徐文卓说，那算得上是他繁忙

高三生活里“最幸福的十分钟”。

“如果说备战高考是一场马拉松，

那我觉得不必为一时的落后而气馁。”

徐文卓用自己的经历充分诠释了这一

道理：跑得快，不如跑得久、跑得稳。

寄语：学弟学妹们，在高考临近的

这段时间里，希望你们在扎实的复习

中巩固基础，用多出的时间拓展提升，

在稳定的学习状态中寻找自信，减缓

内心的迷茫与焦虑。相信在不久之后

的考场上，你们从落笔的那一刻便能

知晓自己的成功！

融媒记者 高婷婷

徐文卓:夯实基础才能“步步为赢”

胡雨露:“玄学”语文也有实际的解法

春节长假期间，我市雨雪天气持

续不断，市民担心这样的天气会不会

对我市饮用水水质造成影响。针对大

家关心的饮用水水质卫生问题，市卫

生监督所的卫生监督员快马加鞭为大

家测上一测。

连日来，卫生监督员们对我市 9

家持证的集中式供水单位进行了卫生

监督检查。检查重点为各供水单位的

水质净化设备和消毒设施是否正常运

转、日常检测制度是否落实等。

每到一处，监督员都对供水单位

的制水车间和厂区实验室进行了实

地查看，并询问供水单位工作人员相

关水质信息。卫生监督员还对各供

水单位的出厂水水质进行了现场快速

检测。

本次卫生监督检查发现，我市各

持证供水单位均运转良好，管、供水人

员均持有效健康合格证明上岗，各供

水单位对出厂的饮用水水质均按规定

进行了自检，各水厂的出厂饮用水也

都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下一步，市卫生监督所将继续加

强对生活饮用水供水单位的监督检

查，确保我市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让

市民喝上放心水。

通讯员 徐同

节后饮用水水质怎么样

卫生监督员帮你测一测

开学第一课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