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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教育创新“拓荒者”
——记定海区檀枫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朱彩娟

□记者 尹倩倩 通讯员 周芷亦

在教育的广阔天地里，总有一些人

以其前瞻性的视野和不懈的探索精神，

引领着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定海区高

层次人才、檀枫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朱

彩娟，便是这样一位在教育创新道路上

勇往直前的“拓荒者”。

从教 32年，朱彩娟始终坚持“不让

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理念，从一名

普通教师逐步成长为舟山市的名校长，

先后荣获全国课改先进个人、浙江省巾

帼建功标兵、舟山市学科带头人、定海区

十佳魅力女性等多项荣誉，是教育领域

的杰出人才代表。

近日，记者在檀枫小学教育集团檀

枫校区见到了朱彩娟。她刚刚结束上午

的课程，像往常一样走出教室，学生们见

到她总会热情地打招呼：“朱校长好！”朱

彩娟也会轻轻点头，回以微笑。在学生

眼中，她既是校长，也是良师益友。

朱彩娟一直未曾离开三尺讲台，并

坚持随堂听课，及时了解学生在课程学

习中的表现和反馈，不断创新教学方

式。“只有在一线教学，才能更好地了解

学校管理和学生情况，将更好的教学方

法进行推广。”她认为，今天的教育要成

就一名人才，就必须培养全面发展的学

生，不仅仅是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综

合素质的培养。

担任檀枫小学校长之初，朱彩娟提

出了“七彩教育，个性飞扬”的办学理

念。她以学生为中心，以全面发展为目

标，构建了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

同时，她注重课程的连贯性与递进性，统

筹各类课程的课时分配，规划好各年级、

各学科的教学内容与进度。此外，她还

率先打造校本化劳动课程所需的木工

房、布艺坊等拓展教室，确保每一名学生

都能得到适宜的学习和发展。

小学阶段是学生形成良好学习习

惯、成长为未来人才的关键时期。朱彩

娟在校内推行“一日三熏”，即晨诵、午唱

和晚跑，让学生们逐渐养成珍惜时间、

主动学习、主动锻炼的好习惯。虽然推

行晚跑活动之初遇到了不少压力，但她

坚持认为创新总会带来争议，不能因为

暂时的反对声音就停滞不前。如今，晚

跑活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学生们的

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耐力都得到了增

强。

今年，朱彩娟又创新推出了爬杆课，

增强学生的上下肢力量、核心力量和协

调性，有效应对脊柱弯曲异常在学生群

体中愈发普遍的情况。这一举措为全市

首创，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广泛好评。

“每天我都要进行爬杆训练，一开始

我爬不上去，心里不好受。现在通过一

天天地刻苦练习，我终于成功了，心里比

吃了蜜还甜。”这是该校二年级学生写下

的一篇周记，其中饱含着孩子通过努力

战胜困难的喜悦之情，也充分体现了体

育课程对锻炼孩子意志品质带来的益

处，为孩子的心理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教师是人才培育的核心力量。朱彩

娟深知建设和管理好教师队伍是做好人

才基础教育的关键一环。她关心呵护每

一位教师的成长，创新制订了“教师十不

规范”“教师十要规范”等制度，以身作

则，引导教师争当“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同时，她

高度重视教师的专业成长，定期组织教

师培训、交流活动，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

水平和专业素养。

在朱彩娟的带领下，檀枫小学教育

集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学校被评为浙

江省标准化学校、浙江省书香校园、舟山

市美丽学校、舟山市艺术教育先进学校、

舟山市校园文化先进校、舟山市示范家

长学校、定海区优秀学校、定海区平安校

园先进校等。

32年的教育生涯中，朱彩娟从未停

下过脚步。她用行动和思考诠释了教育

的真谛：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为

学生一生的成长奠定基础。正如她所

说：“我们教育孩子 6年，希望他们终身

受益，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她芳华”扮靓美丽乡村
□记者 乐珂琰 通讯员 葛琳璐 文/摄

去年以来，盐仓街道叉河村以庭院为

支点，铺展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从“推窗见绿”的生态蝶变到“古道生金”的

产业转型，勤劳朴素的东海渔嫂们，正在用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让这座曾经的沉寂渔

村焕发新的芳华。

庭院焕新颜 乡村展新姿
走进盐仓街道叉河村村民叶苏芬

家，只见一方精巧的“一米菜园”里新苗

吐翠，各色花卉环绕成景。作为首批“定

美庭院”示范户，她边打理菜园边感慨：

“以前杂物堆得无处落脚，现在全家齐动

手，环境美了，心气也顺了。”像她家这

样的庭院蝶变在该村并非个例，废弃农

具被改造成景观小品，斑驳的夯土墙披

上彩绘新装，处处彰显着村民的智慧巧

思。

村庄的蜕变不止于庭院。村“两委”巧

妙盘活边角地，将旧石磨、老陶罐等“乡村

记忆”化作特色景观。沿着青石村道漫步，

藤蔓编织的花墙与彩绘艺术相映生辉：这

边月季攀成流瀑，那厢墙绘画卷舒展，既讲

述着农耕故事，又传递着文明新风。正在

花墙前遛弯的王大爷驻足感慨：“以前年轻

人嫌村里破旧不肯回，如今家家花团锦簇，

连老宅都金贵起来。绿水青山可不就是金

山银山！”

过去一年，定海区依托“两廊”沿线资

源推进定美庭院示范区建设，充分发挥农

村妇女的“她力量”，以家庭“小美”聚合乡

村“大美”。通过积极推广“庭院+”发展模

式，不仅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劳动力，起到助

农增收效果，更让原本杂乱的农村庭院蜕

变为和美乡村中亮眼的景观，实现美丽和

经济的双重收益。

文廊筑通途 产业开新局
“叮——”上午 10 时，古樟驿简餐厅

后厨蒸笼掀开的瞬间，艾草麻糍的清甜

裹着热气漫溢开来。村妇联主席吴红芬

手持锅铲翻动着葱烤鲫鱼，铁锅与铲子碰

撞出欢快的节奏，“这道‘海味三拼’桌桌

必点，小黄鱼可得保持透骨鲜。”灶台旁

三位帮厨正麻利处理着刚卸运的海货，

青翠的菜叶上还沾着庭院菜园的晨露。

吴红芬抹了把额头的汗珠笑道，“推行

‘庭院食材直供’后，村民清晨采摘的蔬

果，晌午就能端上餐桌。”节假日餐厅频

频翻台的火爆场景，印证着这条创新路

径的活力。

这座由闲置农舍改造的餐厅，不仅

是游客品味渔农家风味的热门地，更是

激活乡村“她力量”的引擎。择菜的林大

姐手指翻飞间聊起变化，“以前围着灶台

转只为三餐，现在每月额外收入 3000 多

元，还能给村里建设添把柴。”像她这样

依托叉河村简餐厅在家门口就业的妇女

已有近 30 位，年龄最小的 36 岁，最大的

73岁。

“客人很喜欢到我们这里吃饭，大家总

说这里有‘妈妈的味道’。现在顾客越来越

多，口碑也不错，就这样一天天地坚持下来

了。虽说过程挺苦挺累的，但心里还是觉

得特别欣慰。”吴红芬说。

炊烟未散，翁山丰物共富工坊内已忙

碌起来。在翁州春欲茶园，40多位采茶女

工挎着竹篓穿梭，指尖翻飞采撷嫩芽。“土

地流转有租金，采茶时薪日结，年底还能分

红。”茶农抖落箩筐里的露珠，脸上漾开笑

意。

文明润乡风 治理见真章
每周末清晨 7时，东海渔嫂姚德燕总

会准时来到古樟驿简餐厅帮厨。只见她熟

练地擦拭桌椅、准备茶水，忙得不亦乐乎。

这位古道热肠的东海渔嫂，自餐厅开业起

就一直坚持义务服务。“能为大家做点事，

心里特别踏实。”姚德燕真诚地说道。在村

里，像她这样的“东海渔嫂”志愿者有10多

位。她们组成“红马甲”队伍，定期开展道

路清扫、设施维护等活动，让“垃圾不落地”

从口号变为日常。

走进村委办公楼，墙上的村规民约格外

醒目，另一侧则公示着乱堆杂物的整改提

醒。这份由村民代表大会共同制定的村规

民约，如今已深深烙印在叉河村村民心中，

成为大家的行动自觉。在共富集市上，每个

村民的摊位前，付款码旁都张贴着“诚信经

营承诺书”。“要让客人买得放心，才能长久

留住乡愁。”摊主刘阿婆笑着对记者说。

从“红马甲”流动的风景线，到诚信承

诺守护的商业温度，叉河村正巧妙地将“美

丽资源”转化为“文明资本”。“环境美只是

基础，人心齐才是关键。当文明成为一种

习惯，乡村振兴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叉河

村党委书记冯东海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