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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伊健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每年
这个时候，小朋友们开展丰富多彩的
庆祝活动，“大朋友”也会情不自禁地
“忆童年”。

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教室的模样
清晰可见，那时每间教室的墙面上都会
有一个“红花栏”，几张大幅美术纸拼接
在一起，每个学生的姓名都被列在表格
上，学习刻苦、助人为乐、团结友爱、积极
劳动……学生们的点滴进步都看在老师
们的眼里，他们总是用一朵朵小红花激
励着孩子们的进取心。

这样的红花栏不仅在天津，在全国
各地的每间教室里都有。可您知道吗？
“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始于
1980年，发起地就在天津，经共青团中
央推广后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40余年过去了，虽然形式上不断与
时俱进，但初心不改，孩子们创先争优的
进取劲愈发强烈。“六一”前夕，几位已退
休的少先队辅导员重新相聚，聊起影响
一代又一代人的“小红花”，她们有故事
要讲——

“小红花”从津绽放
提起“小红花”，它贯穿着“70后”

“80后”的童年。“我记得每到班会时，班
主任老师都会盘点这一周来学生们的进
步，她手握一枚橡皮图章蘸着印油在红
花栏上盖章……”市民杨震今年43岁，
回忆起童年，印象里最深刻的事，还是那
一朵朵记录个人成长的“小红花”。杨震
说：“学生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数数自己的
红花数量，并暗暗较劲；那时10朵小红
花可以换一支铅笔，到了期末，优秀的同
学还可以得到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红花
纪念章’。”
“小红花”活动为什么如此普及、活

动形式为什么能做到如此统一？记者
追根溯源，总算找到了这一活动发起的
源头。

付慧珍是河东区关工委副主任、区
少工委委员，也是孩子们口中的“红领巾
奶奶”；做了大半辈子少先队辅导员，退
休之后依然在为少先队事业奔忙；她在
居住的河东区鲁山道街云丽园社区开办
了一间社区少年先锋队队室，在队室的
展陈柜里，珍藏着两份尘封已久的文件，
这两份文件的发文时间均为1980年。
从这一行行文字中，记者找到了答案。
“‘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发

源于红桥区大胡同小学，这在天津少先
队历史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付慧珍跟
记者讲述说，“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闭幕后不久，全国上下正是一幅新图
景。共青团天津市委乘着东风，在全市少
年儿童中广泛开展了以‘爱学习、守纪律、
懂礼貌、讲卫生、关心集体、艰苦朴素’等
为内容的竞赛活动。”

当年，红桥区大胡同小学根据学校
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人人争戴新风尚小
红花”活动，内容涵盖了“环境美、语言
美、行为美”三美教育活动，又开展了“为
邻居做一件好事，为同学做一件好事，为
集体做一件好事，为社会做一件好事”的
“四好事”活动。活动开展仅三个月，校
风、学风大为改观，好人好事不断涌现，
479名在校学生共办了1800多件大大小
小的好事，仅社会各界送来的表扬信就
达12封。

作为亲历者，付慧珍讲述着43年

前的故事。用今天的话说，当年“人人
争戴新风尚小红花”活动堪称“现象级”
存在。

1980年5月31日，500多名天津少
先队员戴着小红花前往首都北京，他们
参观了人民大会堂；与此同时，共青团天
津市委将大胡同小学等学校的先进经验
以书面形式报告给共青团中央。

当年7月18日，团中央面向全国各
地下发通知，希望各地团委参照天津市
的基本经验，结合本地实际，运用多种形
式，进一步抓好少年儿童的道德教育。
从此，一朵从天津绽放的“小红花”便花
开全国。

付慧珍给记者拿出了一份1981年
底出版的《中国少年报》，上面记载着福
建平潭的学生们组建“护油小组”，陕西
西安的少先队员挥舞着手中的小旗成立
“五讲四美监督岗”，山东栖霞的学生为
老师送上“尊师热水”……到了1982年
元旦前夕，祖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少年儿
童都和天津的小伙伴们一起，戴上了“新
风尚小红花”。

“小红花”是记忆也是情怀
“小红花已经绽放了40多年，这是

一朵进步花、一朵光荣花，至今依然有
着强劲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付慧珍
说。在付慧珍的藏品中还有两张黑白
照片，其中一张是当年河东区各小学大
队辅导员带领孩子们参加小红花夏令
营时的留影。

这张黑白照片拍摄于上世纪80年
代初，照片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朝气蓬
勃。他们中有人刚刚参加工作不久，有
人已在少先队辅导员的岗位上工作了几
年，但从老师们的笑容中，能够感受到欣

欣向荣的新气象。
时光如白驹过隙，照片中的老师们

如今在哪里？他们与“小红花”还有哪些
故事？付慧珍答应帮助记者尝试着联系
他们，一场未知的约会就此展开。
“站在前排的这个人是我，那时我

在河东区一中心小学当大队辅导员。”
“这个扎着小辫子的人是我，那会儿我
刚到学校报到，就带着学生们参加夏令
营了。”

5月26日一早，云丽园社区少年先
锋队队室里热闹非凡，11位已经退休的
老教师重新聚在一起，她们都拥有共同
的身份——少先队工作者。“六一”将至，
她们再次戴上红领巾，一起回忆当年的
峥嵘岁月，讲起“小红花”的故事，往事又
上心头。

今年68岁的田凤华是照片中那个
俏皮的姑娘，那时她是河东区和睦道小
学少先队辅导员，回忆起与“小红花”的
故事，她说：“那时，孩子们得到一朵‘小
红花’可高兴了，他们纷纷积攒起来，大
家比学赶超、劲头十足。今天想起来，
依然觉得孩子们那么可爱。”同龄的刘
福茹也在照片中，当年在河东区一中心
小学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在她看来，“小
红花”就是一种激励机制。刘福茹说：
“我们更看重孩子自身进步的过程，今
天比昨天进步一点，老师就会奖励一朵
小红花，这一朵小红花，让老师们掌握
了育人的抓手。”
“还看得出来吗？这位是我，40多

年过去了，都变样了。”71岁的聂玉蓉手
捧着照片，随着指尖的抚摸，仿佛回到了
她在河东区二号桥小学担任少年队辅导
员的岁月。她回忆说：“那时，我们在校
园里种了一些树苗，新树苗只有手指粗，

于是我们就发起爱护树苗得小红花的活
动。”一时间，爱绿护绿蔚然成风，学生们
不仅爱护校园里的树木，街上的树木也
一并保护。由此可见，“一朵小红花意义
深远”的说法并非虚言。

刘福茹还记得当时她让学生们做
了一项社会调查，调查的题目是：什么
人可以佩戴红花？孩子们告诉老师：
戴红花的人都是为祖国做出过贡献的
人，他们中有解放军、有劳动模范、有
科学家等。“由此可以看到孩子们有了
榜样，有了方向，也有了奔头，学先进、
戴红花便顺理成章地推广开了。”刘福
茹笑着说。

如今，那些第一批争戴小红花的孩
子也已两鬓斑白，“小红花”已不仅仅是
一朵鲜亮的小花了，它代表了一代人的
记忆，一辈人的情怀。

时光不老“红花”依旧
当年照片中的年轻老师均已步入

暮年，岁月的痕迹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也挂在了他们的发梢。可这些老师依
然心怀红领巾情结，依然发挥着余热，
引领着新一代青少年努力争取新时代
的“小红花”。
“上学时，我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

员；工作后，我是戴着红领巾的大队辅导
员、河东区少先队总辅导员；现在我依然
戴着红领巾，是社区少先队志愿辅导
员。我跟红领巾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回
忆自己的经历，付慧珍颇为感慨。

2001年，付慧珍光荣退休，她的组
织关系转到了社区党委，社区党委书记
听说她一直做少先队工作，好像挖到了
宝贝一般，希望付慧珍能继续发挥余热，
能把社区里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开展
形式多样的活动。没想到，这一干又是
20多年，这里不仅创建了社区少先队，
还被全国少工委命名为“全国少先队名
师工作室”。

今天在云丽园社区，每到寒暑假，
面向少年儿童的活动便精彩纷呈，从
爱国主义主题的“红花课堂”，到家长
参与的好家风故事会；从深入红色展
馆参观学访，到动手实践分享劳动果
实；从小手拉大手践行绿色环保，到伙
伴手牵手帮助河北涞源县的贫困学
生，一项项主题活动的设计者都是付
慧珍。

这不，忙碌的付慧珍又戴上了红领
巾回到了校园，她要给孩子们讲一堂生
动的故事课，活动的主题就是号召孩子
们学习时代楷模杜富国，传承良好家
风。投影仪中展示的课件是付慧珍自己
制作的，为了让课程更生动，付慧珍的老
伴儿杜国林发挥特长，制作泥塑作品，杜
富国四兄妹的形象被老人刻画得栩栩如
生。这对伉俪同为河东区关工委“五老”
宣讲员，他们继续在关心下一代、培养社
会主义接班人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
发光发热。
“看！这是我们给孩子们特别定制

的‘河东红花少年’纪念章，还是当年那
朵小红花，如今被加入了新的内涵，奖励
给现在的孩子们。”付慧珍手捧着这枚奖
章对记者说。

童年的那朵小红花给了我们很大
的影响，它代表着认可、进步、争先、鼓
励；如今，这朵小红花代表着梦想，每获
得一朵小红花，这个梦想就离现实更近
了一步。

本版照片 本报记者 伊健摄

43年前，一朵“小红花”从天津绽放至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一辈人的情怀

送你一朵“小红花”

几位退休老教师回忆当年开展“争戴小红花”的火热场景。

作为“五老”宣讲员，付慧珍（中）深入丽苑小学，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