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金融报社“益心·永续”
2019 第二届 CSR 先锋论坛暨企业
社会责任颁奖典礼于 11 月 28 日在
北京举行。 中银基金在本次论坛荣
获“2019 年度精准扶贫企业”称号，
这也是中银基金连续第二年在国际
金融报社举办的企业社会责任评选
中荣获重量级称号。

陕西省咸阳市“北四县” 已于
2019 年 5 月实现脱贫摘帽，而中国
银行对“北四县”的扶贫工作仍在继
续。 中银基金也将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为扶贫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陈倩）

中银基金助力脱贫攻坚

教子有方

“妈妈，今天真倒霉，篮球丢了！ ”
我下班一回到家，6岁的儿子齐齐就对
我说。 我很惊讶：“啊！ 又丢了？ 星期天
才买的。 ”他垂头丧气地点了点头。

老公下班回来，得知齐齐丢了新
篮球， 当即虎着脸说：“旧的旧的弄
丢，买了新的又弄丢，你这丢三落四
的毛病也该改改了。想想上大班这半
年多你丢了多少东西吧！怎么连自己
的东西都管理不好？ 看来，太容易到
手的东西你根本不知道珍惜！ ”面对
老公的斥责，齐齐一声不吭，坐在那
儿眼泪都快出来了。

仔细想想，齐齐平时还真有些丢
三落四。 五一节期间，齐齐骑着自己
的小自行车在广场上玩，中午回家时
把自行车忘在了广场上。

进入幼儿园大班后，有时老师会
布置少量的书面作业，要求小朋友每
天在书包里装上铅笔、橡皮、尺子、铅

笔刀等文具。 这些小东西齐齐也是经
常丢，不是找不到铅笔了，就是找不
到橡皮了。 只不过，相较于 120 元一
个的篮球，这些小东西不值钱，我们
也没太在意。 但此时此刻，看着齐齐
难过的样子，我也不忍再说什么。

当晚，齐齐睡着后，我和老公一
番商量，达成一致意见：齐齐再要求
买什么东西，我们不能再像以往那样
有求必应，而是要保持理智，让他认
识到自己的每一件物品都来之不易，
从而懂得珍惜，并学会管理自己的物
品。

周末， 我们一家三口去超市购
物。 走到文具区，齐齐果然抱住一只
篮球不放手。 老公当即提出条件：篮
球可以买， 但这一次要你自己出钱，
方法是通过帮大人做家务来赚钱。

对于这样的新规，齐齐最初还有
些难以接受：“啊？ 那得多久才能赚够

呀！ ”为了让齐齐能够乐于接受，接下
来的日子，我们每天会给他安排一些
他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比如打扫房
间、整理自己的物品、收拾书柜、倒垃
圾、定期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水等。 做
得好， 一次奖励一朵小红花，10 朵小
红花可兑换 5 元钱。

除了鼓励齐齐通过做家务的方
式赚钱买篮球，我们还不断增强他管
理自己物品的意识，进而在日常生活
中养成细心、细致的习惯。 一段时间
下来，齐齐不仅养成了乐于动手做家
务的好习惯，丢三落四的毛病也大有
改观。

儿子丢了新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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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涉”和“引导”的尺度

对于内向的孩子来说，很多父
母也会期望他能够像外向的孩子
一样开朗活跃、积极主动，尤其是
男孩子。其实这种期望背后隐藏着
一种价值判断：相比外向，内向是
不好的。 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性
格并没有好坏之分，不管是内向还
是外向，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父母可以从更加了解内向孩
子的这些特点和优势入手，帮助孩
子不断地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成就
孩子。

很多父母之所以觉得外向更
好，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外向的
孩子给人的感觉是容易接近，容易
被注意到， 也更容易交到朋友;而
内向的孩子通常比较安静，不喜欢

主动地表现自己，所以容易被忽视，还容易
因为交不到朋友而变得孤僻。 父母可能觉得
孩子孤单，孩子的感觉可能是“现在的我处
在舒适的状态之中，我很好”，所以如果孩子
不愿意加入某个群体，不要强迫他，要尊重
孩子的节奏，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相
反，如果强迫他加入，或者随口说一句“你怎
么这么胆小”， 会让孩子产生自我否定和不
自信，变得更加畏惧、退缩。

父母在孩子性格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父母不经意的一
句话或者一个表情都会影响到孩子，所以父
母更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孩子内向并不等于不会交朋友，作为父
母，一方面要尊重孩子自己的节奏;另一方面
也要提供支持， 帮助内向的孩子更好地成
长。

内向的孩子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
往往不善于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而表达自己
是提升交往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 所以我们
要强化孩子在交往中的信心，大多数内向的
孩子都是天生的倾听者，可以主动地告诉孩
子，你很喜欢他听你说话的样子，让他知道
这是很重要的特质，增加他对自己的信心。

同伴是孩子影响形成性格和学会为人
处世的重要因素，当孩子在社交中表现出合
群，要及时地鼓励、强化，增强孩子的信心。
也可以创造一些条件让孩子多与同伴接触，
比如说内向的孩子喜欢安静， 喜欢读书，可
以为他找几个爱读书的孩子一起组成读书
会，以增强其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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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里的家教启示

□ 佚名

□ 从容

印度影片《摔跤吧！ 爸爸》曾红极一
时，它燃情、催泪、励志，这些都是表面，
更深层次的在于， 它向我们揭示了伟大
的父爱，以及一种追求人生价值的姿态。

影片中的父亲年轻时是印度最优秀
的摔跤选手之一， 但迫于生计不得不放
弃在国际比赛上为印度赢得一枚金牌的
梦想，开始为生活奔波。

一直想有一个儿子延续摔跤梦想的
他，谁知天意弄人，他的孩子都是清一色
的女孩儿。 偶然间他发现女儿特别会打
架，他在女儿身上看到了摔跤的天赋。 于
是他开始了对两个女儿的魔鬼训练：每
天 5 点起床训练、 剪去长发、 穿男士短
裤、吃运动营养餐。

在童婚盛行、 女性严重受歧视的印
度， 起初父亲的举动令全家遭到了村民
的嘲笑， 女儿们走上赛场参加比赛的过
程也屡遭波折。

不过， 女孩儿的命运也随着父亲的
坚持而被彻底改写， 甚至被同龄早婚的
女孩子羡慕……

影片中的爸爸刚开始看来强硬、不
近人情， 但在孩子要遵从其他教练指导
的时候，爸爸选择了顺其自然，这就是一
种温柔的坚持。

女儿一度觉得这样的魔鬼训练太
苦了， 尤其是要让爱美的女生剪去长
发……

爸爸第一次带吉塔去参加摔跤比
赛，她没有赢得第一，但是拿了个“特别
奖”。这一场比赛让她尝试到了比赛获奖
所带来的荣誉和尊重， 于是她为自己做
了选择， 她主动询问爸爸：“下次比赛什
么时候？ ”

从这个时候起， 她已经不是在为父
亲完成他的心愿， 摔跤这条路是她自己
的选择，这个梦想也是她自己的。

很多爸爸妈妈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会
有这样的困惑：“干涉”和“引导”，尺度应
该怎么把握？

在印度， 这个封建思想和重男轻女
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 对女性充满了偏
见和歧视。 有些女孩甚至沦为生育的工
具，并得不到别人对她们的尊重。

父亲希望女儿可以有其他的出路，
打破当时社会对女性固有的偏见。 在这
样的社会背景下， 当父亲看到女儿的摔

跤天赋后，他决定“干涉”女儿的人生。但
父亲的干涉是有度的，而不是专制的“你
只能听我的”。父亲对女儿的训练有一个
期限，就一年。 在这一年里，她得无条件
听从父亲，一年后，她可以自由选择自己
的人生。

后来，女儿不仅爱上了摔跤，还把摔
跤视为自己的事业， 主动为自己的未来
而拼搏。 这样， 电影中的父亲也完成从

“父母领进门”到“修行靠个人”的过渡。
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爸爸妈妈

对孩子的期望和信任起着关键的作用。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期待和暗示， 孩子才
有动力、有信心去朝某个方向去尝试，去
努力。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爸爸妈妈承
担着重中之重的角色， 你们的一言一行
都会对孩子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用眼
睛去观察孩子，用智慧去引导孩子，用信
任去鼓励孩子。

异国之鉴 爱当蓝领的荷兰人
□ 金兰都

荷兰人认为最可靠的是掌握一门
技术， 他们对技术职业有着普遍的尊
重与优待。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选择上职业学校， 其中人气最高的
专业是木工技术。 这里的年轻人有这
样一种想法： 虽然现在是一个产业自
动化、机器代替人力的时代，但正是因
为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机器制造的，
才更彰显手工的珍贵。

鼎鼎大名的 Hout-en� Meubiler-
ings 学院位于荷兰鹿特丹，是一所职业
技术学院，成立于 1929 年，在我们看
来，它就是一所木匠学校。 该校培养各
种各样的技术人员，有家具制作工、造
船工、古董复原师、室内装饰师、装修
顾问、钢琴技术人员等。 此外，乐器制
作专业也很出名， 经常有享誉世界的
乐器制作大师来这里指导学生。

木匠学校的教室里经常散发出阵
阵木香， 屋子里充满了拉锯声和铁锤
声。 环顾四周，可以看到学生们有的在
砍木头，有的在用砂纸处理树纹，有的
在用铁锤钉钉子。

25 岁的刘立安有着特殊的经历，
他放弃上了 3 年的医科大学， 为了成
为一名木匠而来到这里。 如果刘立安
继续上他的医科大学， 将来就会成为
一名医生， 并获得让别人羡慕的社会
地位。

那刘立安为什么放弃医生这样
有保障的职业而选择做一名木匠呢？
他说：“刚开始时我对医学比较感兴
趣，因为医生可以救死扶伤，但是越
学越发现当医生不是我的理想职业，
学医期间我没有成就感。 为此，我进
行了一番自我剖析，发现小时候我最
喜欢的事情就是自己制作东西，于是
我开始学习家具制作。 ”

为学习技术而聚集在职业学校
的荷兰年轻人，他们的年龄、出身各
不相同，从十几岁的学生到探索新职
业的二三十岁的职员都有。 荷兰的职
业学校人气非常高，通常一发出招生
广告，申请人数就会超出计划。

在木匠学校教授家具制作技术
的老师艾诺说：“我经常告诉学生们，

不要单纯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木
匠，要努力成为未来制作家具的大师。
如果学生们没有‘我在通过自己的手
创造伟大的作品’的想法，那他们将会
很难忍受那段艰辛的培训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