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儿故事大王”“校园主持台

柱子”“校园小记者”……13 岁女

孩周熙雯，有着众多标签。从小

就伶牙俐齿的她，今年给自己立

了一个 Flag（目标）——

要 成为海霞一样的

知名主持人！

为什么想成为海霞

一样的主持人？周熙雯

说，小时候的她每天都会

守在电视机旁看《新闻联播》。

节目主持人中，她最佩服的是

海霞——强大的气场、动听

的声音、机智的反应，这些

都是强大的主持功底所积

累而成的。

正是心里这份执着的追求，让周熙雯

下定决心苦练播音。她说，为了提升写作水

平，今年1月开始，她把更多时间放在了

阅读上。《三国演义》《骆驼祥子》《朝花夕

拾》《城南旧事》……这些都是她经常阅读

的世界名著。

周熙雯对播音的热爱，也得到了妈妈

的支持。“作为妈妈，我很尊重孩子的选择，

并不把她的成绩看得那么重。”周熙雯妈妈

说，“女儿喜欢播音，我就买播音方面的书

给她看，并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女儿。”

正是这份执着的追求，也让她的播音

水平不断提高，不仅对稿件的理解越来越

深刻，自己的播音能力也更上一层楼，“稿

件写完后，我会一边朗诵，一边反复打磨，

直到自己感觉播音效果达到最佳”。

但周熙雯的主持路，并非都是一帆风

顺。连续三年在“湖南省少儿才艺大赛总

决赛”语言表演项目拿奖的周熙雯，去年

遭遇了第一次“滑铁卢”，以三分之差无缘

决赛。

结果出来后，周熙雯哭了好几个晚上，

心里也有了心结。但海量的阅读和多角度的

研究思考，让周熙雯学会了坦然去面对这

个结果。“《老人与海》描写了文学史上最经

典的失败者，它告诉我要看淡得失，要享受

着自己与困难搏斗所展现的无穷生命力。”

如今，她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校园主持，

更是一位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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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儿”李羽慕：在泳池中享受“热爱”

5月28日，李羽慕迎来了13 岁生日。受

父亲的影响，她从小就喜欢运动，喜欢在水

中的感觉。妈妈邹霖记得，女儿 4 岁开始学

游泳，小学时，其他小朋友都不敢下水，李羽

慕就已经正式参加专业游泳训练，成为岳阳

市游泳队的一名预备役小队员了。

2022 年，李羽慕被花样游泳队的教练看

中，代表岳阳参加湖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青

少年花样游泳项目比赛。

花样游泳融游泳、体操、舞蹈和音乐于

一体，是一项艺术观赏性非常强的水上项目，

需要运动员具备一定的舞蹈基础，而在训练

中，教练更是用芭蕾的标准训练队员，开背、

压腿、拉韧带，这些动作一度让李羽慕萌生

了放弃的想法，但因为对水上运动热爱，她

选择“拼一把”。

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李羽慕和队员参

加了省运会上花样游泳 U11 组 25 米节奏游

和柔韧组合两个项目，并都获得了铜牌。

省运会结束后，曾经想着放弃的李羽慕

却坚持了下来，并且在“浩沙杯”2023 湖南

省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男女混合项目中获

得第三名，被湖南省队的教练看中，前往省

体委参与集训。

集训非常辛苦，她每天不到六点就起床，

一直训练到中午。

“她成长得很快，集体生活让她变得独立

自主，开始有自己的想法。”邹霖说，经过一

段时间的集训，曾经和自己一样高的女儿长

高了，如今高出她小半头，身体也变结实了，

行事作风越来越有大人的模样。

对于李羽慕的选择，邹霖并不意外：“如

果她能够在体育竞技中走出一条路，我和她

爸爸就全力以赴地支持。”在她看来，通过

体育锻炼，李羽慕逐渐从一个被父母家

人娇宠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吃苦耐劳、精

气神十足的孩子。

李羽慕也鲜少向妈妈透露训练中

的辛苦。

经历了半年的集训，今年 4月

初，李羽慕回到了岳阳，但她依旧

严格坚持着集训时的作息，上午

补习文化课程，下午就到泳池训

练，保持水感。

6月1日，李羽慕又将赶赴长

沙，参加自己的第二次集训。对

于未来，李羽慕希望自己能够

进入专业队，争取进入国家队，

为国争光。邹霖则希望，在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女儿每一步都

能够走得更好。

记者：参加完集训，
感觉自己有哪些变化？

李羽慕：我的花样

游泳技术更加成熟，

训练也更加得心应

手，面对教练的要

求，我能够想办

法完成，而不是

想着逃避。

妈妈：经过一

段时间的集体生

活，孩子已经从

稚嫩的孩童成长

为独立自主的少

年，成熟了不少。

“故事大王”周熙雯：成为海霞一样的主持人

访谈

记者：13 岁的你，对
于未来有什么期待？

周熙雯：未来会努力平

衡兴趣爱好与学业的关系，

把对爱好的热情继续坚持

下去。

妈妈：女儿跟我说过，

她的梦想是考上中国传媒大

学，做一个新闻工作者。我

们希望她从身边的点滴小

事做起，每一件事都脚踏

实地去坚持，我相信，最

终她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株洲市第二中学枫溪学校初中部 2302 班学生
2022 年度“新时代株洲好少年”

被大众熟悉的陈临溪，是自强不息的榜

样——重度听力障碍的她通过植入耳蜗，经

历听力康复训练，发音清晰度达到 95%。她

和弟弟陈铸蹊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向国际友

人讲述中国故事、长沙故事，向全世界介绍

中国的发展、文化、美食美景，收获不少粉丝。

如今，陈临溪是一名初一学生。而在小

升初的过程中，父亲陈波苦恼了一阵：“我们

担心临溪换了新环境，可能会不适应。”于是，

在初中学校和班级先后确定后，陈波言真意

切地给临溪未来的班主任写了一封信，信里

坦诚地讲述了临溪的情况，并请求老师能不

能让孩子坐在距离讲台 3 米以内的位置，“佩

戴人工耳蜗并不能完全恢复听力，一旦声音

距离超过两米，清晰度就会下降很多”。

好在老师能够理解陈波的难处，爽快地

答应了。

陈临溪没有因听力障碍而内向，反而自

信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初中第一次月

考，因为题目量变大，加上时间安排不合理，

陈临溪的语文成绩并不理想。考试结束后，

她仔细总结了自己的错误原因，更加勤奋好

学。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

陈临溪逐渐得心应手，成

绩提高了不少。

但在陈波看来，刚

上初中的陈临溪还带着不

少稚气。一次放学后，女儿

告诉爸爸，自己和同桌闹

矛盾了，“再也不要和他玩

了”。但陈波记得，在上学

的第一天，陈临溪还在家

中介绍自己的同桌是“我最

好的同学”。

“到了初中，但是她处

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还停留

在小学。”为此，陈波找到陈临溪，和她进

行了一次谈话，告诉她要学会尊重同学、理

解同学、包容同学，“最起码，不能动不动就

‘绝交’”。

在陈波的引导下，陈临溪慢

慢知道了如何更好地和同学们

相处、。

作为父亲，陈波希望陈临

溪和弟弟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

人。在和外国网友的沟通中，陈

临溪逐渐对未来有了一定的规

划：“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旅行

家或者书法家，和我联系过的外

国朋友见面。”在这过程中，陈

波希望，陈临溪能够一点一点打

牢基础，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

步前进。

访谈

“自强榜样”陈临溪：成为旅行家，讲好中国故事

记者：和小学相比，
初中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陈临溪：初中学业更

加重，我必须花更多的时

间在学习上，但我仍会坚持

与外国朋友沟通交流，并

练习书法。

爸爸：初中生活需要

孩子更加成熟，不仅要妥

善处理好学业，也要学着

处理好和同学们的人际关

系，逐渐掌握更多技能。

长沙市一中双语实验学校初一学生
2024 年度“新时代湖南好少年”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

希望。关爱儿童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识，

培养好少年儿童更是一项战略任务，事关

长远。

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我们将

笔和镜头对准了5 位闪光的13 岁女孩，她

们在儿童与少年的转折期，为梦想奋斗、向

未来前进。

而放眼全国，还有无数向阳而生的幼

苗，正向着梦想努力奔跑——以“中国速

度”苏炳添为追逐目标的浙江女孩陈妤颉，

在日复一日刻苦训练中超越自我，成为田径

比赛 100 米 200 米冠军“大户”；江西省南

昌市盲童学校的12 名视障儿童从一根小小

的跳绳跳跃出光芒，找到了自信，他们看

不见世界，却让世界记住了他们；安徽农

村的朱晴雨将自家姜田当作试验田，是春

耕现场的“小研究员”，立志为提高铜陵白

姜产量作贡献……他们，都是新时代好少

年！

关注儿童，是关注未来的根基。从呵

护特殊儿童群体，到重视爱国教育、体育

教育、美育教育；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

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

施行……一项项措施出台、一个个文件印发，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时代的滋养

与教育的进步，更少不了家庭的支持。

为人父母，只有学会尊重儿童、懂得

因材施教、做到用心陪伴，才能让孩子在

奔跑的人生中实现梦想。我们衷心地祝愿，

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编后 >> 孩子们，请向着梦想努力奔跑

岳阳市第十中学初一学生 
岳阳市花样游泳队队员

“浩沙杯”2023 湖南省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 U15 男女混合项目季军

（上接 06 版）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