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由上
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等共同主办“慈善科普·
快乐六一”主题活动前天在上海科
技馆拉开帷幕。来自 !"所农民工
子弟学校的近 #$$名学生参与。

%$$&年 '月，上海科普教育
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
联手将慈善和科普相结合，为随迁
人员子女创立了“播撒蓝天至爱·
共享科普阳光”慈善科普项目：每
年邀请 ($$$名农民工子女，为他

们送上“五个一”慈善科普服务，即
一次参观体验、一项科普活动、一
场科普电影、一份可口午餐和一天
的美好回忆。

活动现场，英孚教育等爱心企
业上台捐款捐物，奉献爱心。上海
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科技
馆还为农民工子女送上科学表演
秀、)*+小制作等精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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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左妍）上海市
儿童医院北京西路院区昨天来了
两位特殊的“客人”。他们径直找到
了医院出入院处，拿出三张老旧的
“催款单”，提出要“还钱”，令在场
所有工作人员惊讶不已。

这两位要“还钱”的是姓郑的
兄弟俩，现在均已年过半百。弟弟
说，兄弟几人在整理母亲遗物时
发现上世纪 ,$年代“上海市立儿
童医院”的催款单。二哥自小体
弱，此单为他两岁时因小肠气在
医院住院时产生的费用。后因家

庭条件太差，实在支付不起，就
“欠费出院”了。此事兄弟几人均
不知情。

记者看到，这三张催款单上写
着姓名、电话和床号等信息，共欠
医院 %%$多元及 (斤粮票。儿童医
院党委副书记黄敏告诉记者，患儿
住的是 #病区 "'床，也就是外科
病区。当时的儿童医院还是在康定
路上，内科病房在康定路 %号，外
科病房在康定路 "&$号。

近日母亲离世，兄弟在整理母
亲遗物时发现保存完好的催款单，

决定要将此款归还给医院。因年代
久远，物价今非昔比，二哥和弟弟
遂拜访医院协商款项归还事宜。院
方知晓后非常感动，表示仅需归还
原数字金额即可。但郑氏兄弟非常
坚持，要求折算利息，最终执意归
还医院 ,,$$元。

后来，郑氏兄弟得知医院在儿
童节当天举办庆祝和慰问患儿的
活动，当即表示也要为住院患儿献
一份爱心。两人分别捐款 %$$$元
用于资助儿童医院血液科患儿的
治疗费用。

郑氏兄弟整理母亲遗物发现上世纪 !"年代催款单

儿童医院收到50年前住院费

近日，来自上海浦
南医院的医务人员以
及社会志愿者，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附近的马路上举行公
益活动，呼吁更多志愿
者加入壹公益爱心志
愿者团体，向过路市民
介绍《你愿意和医生一
起，为 ,!$万脑瘫儿童
做公益吗？》活动情况。
活动得到全国多家公
立医院支持，让医生成
为志愿者号召全社会
一同关注脑瘫儿童的
治疗康复。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 ! ! !本报讯 （记者 施捷 通讯员
夏琳）在亚洲最大规模儿童血液肿
瘤诊治中心———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有许多因为化疗而导致脱发的
白血病患儿。今天上午，一场“以发
换发，用爱美丽你我”医护人员公益
捐发活动在医院门诊大厅举行。(

位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以及一位
医生的女儿，现场捐出了自己的长
发。这些头发将定制成假发，送给有
需要的肿瘤化疗后患儿。
圆圆今年 (岁，患有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在第一个化疗疗程后，
小姑娘的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脱
落。“以前圆圆是个自信开朗的女
孩，但她现在不愿意照镜子，更不愿
意出门。”圆圆的妈妈说，有一次圆
圆忘了戴帽子，周围的人用异样的
眼光看她，“当时我的心里很难过，
我想她的心里也很难过。”
其实这样的孩子并不少见。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副书记、市社
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季庆英表示，
血液肿瘤患儿由于需要接受化疗治
疗而脱发，脱发不只改变孩子的面
貌，还极大地影响孩子的心理，他们
会觉得自己与别的孩子不一样，产
生自卑、怯懦的负面情绪。甚至有的
父母怕孩子看到自己没有头发的样

子，把家里的镜子全部藏起来。季庆
英说，以前也曾想通过为孩子理发、
送漂亮的帽子来缓解孩子们的焦
虑，但这仍不能代替真正的头发给
孩子们带去的自信。

作为对患儿更多的人文关爱，
“以发换发，为白血病脱发患儿捐
发”的号召一经发出，便得到了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全院上下的积极响
应，%-小时内已有数十名医护人员
报名。经过筛选，最终有六人成为首
批捐发的爱心天使。
朱天懿小朋友是血液肿瘤科医

生董璐的女儿。!!岁的花季少女对
头发总是爱护有加，但当得知捐出
头发可以帮助患病儿童时，她今天
特意来到活动现场捐出自己的头
发。徐舟、王翔是血液肿瘤科的医
生，在与小患儿朝夕相处之中深刻
体会到孩子们的渴望。陈怡绮是麻
醉科的医生，她希望用自己的头发
带给孩子们美丽。令人感动的是，与
儿中心一墙之隔的仁济医院儿科护
士长姜春得知这一消息时也积极报
名，因为工作无法来到现场的她，在
活动前将头发送来了儿中心。

本次捐发活动得到了璐酷尔假
发的技术支持，所得捐发将由该公司
为有需要的患儿定制个性化假发。

上海儿医中心上午举行特殊活动

医护人员捐头发制假发
赠送化疗脱发患儿

医护志愿者倡导
关爱脑瘫儿童

! ! ! !橙子变成吐泡泡的小鱼，菠萝
插上生梨化身威武的猫头鹰，小黄
人和愤怒的小鸟面点让人不忍张口
……如果你的午餐能够吃到这些精
致的午餐，是不是会觉得一天都很
幸福？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记者从
沪上多家幼儿园了解到，如今，大厨
们正尝试着在餐桌上翻出花样，让
孩子快乐进餐。

鼓励孩子!快乐进餐"

上文所述这摆盘“逆天”的美
食，来自黄浦区荷花池幼儿园。每月
一次，该园会组织孩子们吃一次自
助餐，逢年过节，孩子们也能享受节
日大餐。
“给孩子们做一顿幸福料理！”

这是负责掌勺的两位营养员的心
愿。荷花池幼儿园园长宋青介绍，两
名大厨都拥有厨师高级证书，除此
之外，还有一名沪上知名酒店的大
厨会定期到幼儿园，无私传授刀工、
火候、摆盘等“独门秘籍”。幼儿园由
后勤营养组和卫生保健老师牵头，
建了微信群，营养员负责为菜品质
量把关，老师们则从美学角度，一起

为每一次的菜单出谋划策。
“我们是艺术特色幼儿园，餐饮

也是艺术中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让
孩子们从生活中感受到美，快乐进
餐。”宋青说，自从幼儿园开始这项探
索之后，“光盘”的孩子多了。有趣的
是，昨天天气不佳，幼儿园出勤率还
是特别高，小吃货们告诉老师，什么
都能错过，自助餐不能错过！之前，园
方还按照不同季节特点，编写了烹饪
食谱。该园开展的区级课题《荷花池
幼儿园餐饮文化管理与研究》也已
经结题，即将和大家见面。

大厨比拼!厨艺奥运"

而在沪上其他幼儿园，大厨们
同样不甘示弱。徐汇区紫薇实验幼
儿园每月一次的“世界风情自助餐”
已经坚持了 "年多，每月一次带领
孩子们认识一个国家或地区，感受
一次地道的美食文化。

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则在“六
一”来临之际向孩子们开放了“中国
馆”“亚洲馆”“欧美馆”，供该园来自
世界各地的孩子们自主选择。此外，
该园还开展了“小厨房”项目，每周一
次，中大班的小厨师们在老师指导
下，学习做面条、做吐司面包、摆冷
盘，增加动手能力，也树立劳动观念。
在闵行区，“打造宝宝舌尖上的美食”
营养员技能大赛成为大厨们的“厨艺
奥运”，各个幼儿园比拼创意午餐、分
享制作灵感。 本报记者 陆梓华

! ! ! !“急求，小五班究竟在哪里报
名？”“到底上了小五班能不能进 ..

学校？”近年来，尽管上海市教委屡
下“禁令”，每到暑假来临前夕，打着
名牌初中招生旗号的“小五班”、“小
四班”（小升初的备考班）仍然悄悄
地暧昧登场。然而，和“小五班”乱象
相对的是，早在今年 "月，包括华育
中学、兰生复旦中学、立达中学、上
宝中学、进华中学等十几所民办学
校，在各自官网上发布“郑重声明”，
称学校从未与培训机构办过小五
班、小四班，请家长不要信谣。

这厢三令五申，那厢趋之若
鹜，为何家长择校焦虑征如此强
烈？多位教育专家坦言，读没读过
奥数、学没学过英语、上没上过小
五班，除了家长间的跟风攀比，更

多的是寻求一个对现实无法改变
的心理安慰。“然而，学习是一项终
身行为。什么才是对孩子最好的选
择，并不是跟风选择所谓最热门的
名校，而是选择最适合的学校。”
“小五班”是当下小升初择校

热的产物。由于“小五班”和名校关
系“暧昧”，因此一直备受家长青睐。
记者调查发现，往年，“小五班”有三
种形式，一种是学校自己开办；第二
种是原初中的优秀教师退休后直接
与学校合作；第三种则是由培训机
构代办，与名校合作的模式。

但是，不少热衷“小五班”的家
长表示，对这类培训班究竟有没有
效果，其实心里并没有底。“尽管这
几年教育行政部门对这种类型的
择校升学班越管越严，今年暑假也
有不少所谓的小五班停办，但不可
否认，小五班和名校间确实存在着
‘不能说’的暧昧关系。”一位初中

校长也坦言，这种“暧昧关系”背后
仍然是分数说话。“暧昧关系并不
是说百分百录取参加培训的孩子，
而是说，成绩优异的孩子可能能够
得到培训机构的推荐，获得一张
‘面试券’。”一位民办初中校长也
承认，现在沪上初中学校基本不会
自己举办“小五班”培训，对于非学
历培训机构推荐的优秀生源并不
抵触。“但不会和培训机构签订协
议，查看学生的特长是否和学校需
求符合再定是否招收。”

今年刚经历了“小升初”的张
女士告诉记者，不少所谓名校的
“小五班”通常有春、夏两季，每期
几百人，但只有在“小五班”里成绩
优异才能拿到名校面试推荐，最后
能进入名校的也不过 (/到 !$/，
大多数孩子都是“陪练”。“经历过
才知道，小五班升学率只是一个广
告噱头。” 本报记者 马丹

为孩子做顿!幸福料理"

沪上幼儿园午餐菜单翻花样

暑假来临家长低调求问!小五班"

择校“禁令”为何难抑家长焦虑？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欢度科普六一

起跑线上的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