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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年糕销售难
爱心接力传递温暖

□记者 陈超 张真

家住金塘镇柳行村的李阿伯

近日找到栏目，称老俩口为偿还儿

子生前的债务开了年糕小作坊，但

今年年糕销售遇到了难题，希望栏

目能帮帮忙。“我们就一个儿子，前

几年去世了，他的债务只能一点一

点还，年纪大了，做其它的活也吃

不消了。”现年70岁的李阿伯告诉

记者，老俩口平时没有收入来源，

就种点应季蔬菜，再做点年糕去山

潭农贸市场摆摊，补贴生活开销。

得知这一情况后，记者联系到

了千岛共富工坊坊主翁敏芬。翁

敏芬作为全省六十佳最美坊主之

一，不仅开设了千岛共富工坊量贩

店进行线下销售，还通过视频带货

的方式，帮助农户解决农产品滞销

难题。“我们可以在团购商城上架，

生成一个购买链接，然后通过销售

群、软文推送、朋友圈去做分享，让

大家直接点开码就能够快速有效

购买。”翁敏芬说。3个小时不到，

在千岛共富工坊上架的年糕就销

售了250余公斤。“我怕老人作坊的

日产量达不到，就和舟山市团购平

台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想把爱心

分层、分批次，像接力棒一样，一棒

一棒传下去。现在，包包家严选、

舟山一团生活的爱心人士已经认

领了后两天各250公斤的团购。”

除了帮助销售，翁敏芬还自行

承担了年糕的运费、包装费等。“我

觉得这两位老人失独了之后，依然

愿意恪守诚信去偿还儿子生前的

债务，这一点让我们敬佩。希望这

次帮助他们销售的同时，也是帮助

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

为了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记

者还邀请了“网络红人”鲁红芬一

起来到李阿伯的年糕作坊进行直

播宣传。鲁红芬是舟山市新城虾

姑姐商贸行负责人，也是定海区巾

帼村播代表，她的社交账号拥有粉

丝4万余人。单场直播结束，年糕

售出 320 余公斤。除了以上两种

渠道外，记者还在“定海山”粉丝群

发起了爱心接力。

李阿伯和舒阿婆得知这些喜

讯，早早地就开始准备年糕。“我们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就把年糕

做好一点，做快一点，让大家都能

准时收到，真的谢谢你们。”传递温

暖，点亮希望，感谢所有爱心人士

的热情接力，助力缓解了李阿伯家

的年糕销售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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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一家妇儿驿站入选省三星级
本报讯（记者 陆晗瑜 通讯

员 凌倩倩 张炯）2023 年度浙江

省三星妇女儿童驿站名单近日公

布，我市共有5家妇女儿童驿站入

选，定海区盐仓街道塔山社区妇

女儿童驿站名列其中。

定海区盐仓街道塔山社区妇

女儿童驿站位于盐仓街道富都花

苑 2幢，占地面积 700 平方米，系

统整合了妇女之家、儿童之家、

家长学校等各类妇联的基层工作

阵地，内部建有亲子书吧、阅览

室、家长学校等。为更好地服务

辖区周边军属、军娃及新居民，

该驿站通过常态化、规范化、制

度化、品牌化创建，以打造“有深

度、有温度、有情怀”的妇女儿童

服务场景为目标，解决妇女儿童

的所急所需。其精心打造的“塔

山军嫂微光空间”引入了定海区

军嫂义工艺术协会等社会组织和

第三方管理团队完善功能建设，

负责日常教育培训、创业帮扶、

公益关爱、权益保障、儿童服务

等五大服务，同时有针对性地结

对9名街道妇联执委、7名社区妇

联执委驻点，让妇女儿童走出家

门就能伸手触及丰富多样的服

务。

今年以来，塔山社区妇女儿

童驿站在五大服务的基础上，继

续深化创建“军民相依”家庭教育

体验基地，开设“军嫂课堂”、“军

娃课堂”家庭教育特色课堂，推进

“甜蜜时光亲子共享”系列项目，

打造黄沙秘境家庭亲子研学路

线，服务社区妇女儿童。据统计，

今年塔山社区妇女儿童驿站累计

举办了各类妇儿活动80余场，服

务人次2000余人。

定海区举行小学教学
全面质量管理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记者 陆晗瑜 张旭
东 通讯员 董海平）定海区小学

教学全面质量管理现场推进会近

日在檀枫小学教育集团城东校区

举行，来自区教育局、全区各小

学、区教师进修学校，以及四川省

达州市宣汉县教师访问团的百余

位教育工作者共同参加。

当天上午，参加活动的教育

工作者根据各自的兴趣与需求随

机走入各班级进行课堂教学观

摩，并通过校区展示区，了解学校

教学管理材料、师生成果和校园

文化等。其间，大家还进行了以

“关注单元整合，推进现场课改”

为主题的檀小教共体“铿锵行”教

研活动，来自舟山小学、舟嵊小学

等学校负责人进行了教学管理与

教研建设经验分享。“把这次活动

安排在城东校区，主要是城东校

区这几年的教学质量进步非常明

显，已连续三年获得了全面先进

奖。”舟山市定海区教师进修学校

副校长夏伟峰说。

近年来，我区各小学顺应教

育潮流，通过实施五育融合的评价

改革，深入实施科学有效的学段衔

接，探索数据驱动的管理，以及基

于校情的常规考评，大力推进教学

管理不断转型，并积极搭建优秀学

科基地、学科中心组、名师工作室、

教共体研修等专业平台，助推教师

队伍研修成长。同时，牢牢掌握新

课改提出的各学科安排10%的课时

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亮点和

难点，启动“项目化种子教师培养

工程”，以项目化方式培养项目化

的师资，实现从“理解式”培训到

“迁移式”培训的转化，以点带面，

从种子教师到学科到学校，全面提

升区域教师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

法，引领区域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以“素养立意”

为核心的课堂教学研究，加快推进

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

融合，全面提高定海各小学的教学

质量。

“我们将在目前取得的成绩

基础上，以课改落地为中心，管理

转型为方向，队伍建设为抓手，家

校共育为基础，助力定海教育更

优质发展。”夏伟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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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王布伟群文戏剧
创作导师工作室落户我区

本报讯（记者 王胜 尹倩倩
通讯员 李华 文/摄）浙江省王布

伟群文戏剧创作导师工作室揭牌仪

式日前在小沙街道三毛文化园举

行。该导师工作室的落户，将成为

推动我区文艺精品创作繁荣发展、

文艺赋能共富共美的重要机遇。

在当天的揭牌仪式后，多位专

家学者、浙江省群众戏剧创新团队

成员、省内戏剧创作骨干等参观了

三毛祖居陈列馆、三毛散文奖展陈

馆，并共同参与座谈会，围绕群文

戏剧创作方向、技巧，更好地研究

海洋文化等开展座谈交流，共享经

验，提出好建议、好想法。“我年轻

时候了解的橄榄树是自由和梦想，

现在再来到三毛祖居感受到的是

三毛心中的故乡和浓浓的乡愁，感

觉这里的文化氛围非常浓厚，导师

工作室能在这里落户，我觉得打开

了浙江群文戏剧创作的新天地。”

浙江省群众戏剧创新团队成员、浙

江省戏剧家协会小品小戏委员会

理事、杭州市萧山区文化旅游体育

发展中心副主任蔡海滨说，之后他

会经常来定海，与当地的戏剧创作

骨干更多地研究探讨体现三毛爱

国情怀、乡愁和舟山海岛风情风貌

的作品。

据悉，浙江省王布伟群文戏剧

创作导师工作室由我省文化和旅

游领域从事艺术创作与表演、公共

文化服务与推广、乡村振兴等诸多

方面的名家英才领办，是我省现有

30家文旅导师工作室中，群众文化

领域唯一的工作室，主要开展带徒

传艺、人才培养、业务创新、技术攻

关等活动。该导师工作室启用后，

还将牵头邀请省戏剧家协会等省

级专业协会赴定海开展采风创作、

作品研讨、公益讲座等活动，在深

耕细作中进一步提升青年戏剧编

创团队的业务水平、综合素质和事

业激情，带动我区在戏剧创作、表

演等方面取得突破，多元化、多维

度、多层次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

量艺术的需求和渴望，为文艺共建

共享助力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该导师工作室的领办人，

也是我省群文戏剧编导领域的知

名专家，王布伟尤其擅长指导、创

作取材于基层，抒写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记录群众创造美好生活路

上坚实脚印的群文戏剧精品，由其

创作、辅导的 10余件作品摘得了

群众文化领域最高奖项全国“群星

奖”，他对该导师工作室的下步工

作已经有了清晰规划。“我们将帮

助定海打造精品节目，希望每年都

能有作品在省级比赛或者更高级

别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也会邀请

业内的专家进行讲座辅导，希望更

多本地的青年创作骨干也能到工

作室，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帮助他

们成长和提高。”王布伟说，多年前

定海选送的作品《海岛情》上了春

晚，作品《短信》也获得了“群星

奖”，在群文戏剧创作方面已经有

了较好基础。明年，该工作室将协

助定海办好全省戏曲小戏大赛的

相关活动，并打造出更好的群众戏

曲小戏作品。

“导师工作室落户后对定海群

文戏剧事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

的作用，将邀请到更多来自全国各

地的戏剧名家给我们‘把脉’、支

持，提‘金点子’。”区文化馆馆长

张瀚云表示，定海也将牢牢把握机

遇，在政策支持、场地选址、活动开

展等方面起到积极协调作用，助力

该导师工作室不断发展。

我们的村运“快乐享运动 趣味燃小岛”南岙村2023年趣味运动会日
前举行。村民们欢聚在一起，在趣味运动中感受美好的小岛乡村生活。

记者 张艇 通讯员 龚恩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