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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宁波援疆教师、镇海区委党校副校长姚仁汉老师的感人事迹经本报

报网端连续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上月本报记者远赴库车发
回了大量追踪报道，在头版刊发的长篇通讯 《戈壁上，那棵屹立的胡
杨》被多方转载，引发全国媒体聚焦报道。

继《光明日报》昨天在头版头条刊发追忆姚仁汉老师的报道后，新
华社也刊文追忆这位“育人使者”。

新华社在报道中提到：“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说，
自承担援疆任务以来，宁波派出了 100多名教师‘智力支援’，培训了
少数民族双语教师5000多名，姚仁汉老师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本报现全文转发新华社这篇报道。

新华社宁波4月3日电
记者 裘立华

新疆库车二中和宁波镇海中
学相隔千山万水。清明节来临，
这两所学校的师生却在纪念同一
个人——曾经援疆的宁波镇海中
学原副校长姚仁汉。而姚老师援
疆期间送给妻子做伴的小狗，每
天都在门口“呜呜呜”地等着他
归来……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委党校
副校长、镇海中学原副校长、被
学生们誉为“宁波最好的物理老
师”的姚仁汉于今年 2 月 25 日因
病去世，年仅55岁。

姚老师因病去世的消息在朋
友圈传开，上千人前往洒泪送
别。库车二中毕业来宁波学习的
学生，专门代表同学们前来送这
位好老师最后一程。

姚 仁 汉 曾 任 镇 海 中 学 副 校
长、镇海区和宁波市两级劳模。
2012年，已经 50岁的姚仁汉主动
请缨，从东海之滨到天山脚下，
在新疆阿克苏库车县第二中学当
副校长，成为一名援疆教师。

在库车二中，姚仁汉管理高
一 20 多个班级，他总是早上 8 点
不到就到校，晚上 8 点以后才下
班，常常一天工作 12个小时。放
学后，他常去学生宿舍串门，了
解孩子们的生活与学习。

推行导师制度、集体备课、
分级管理，班级分组管理、值日
班长、常务班委——姚仁汉用自
己在宁波教育一线 30 多年的经
验，为库车二中的教育事业“把
脉问诊”，建立一套“定制版”的
教学优化方案。

2012 年，张杰成了库车二中
新高一的年级主任。那一年，姚
校长建议推行“导师制度”，一个
老师和 2 到 3 个该学科有“短板”
的学生建立常态联系，利用业余
时间开展针对性的交流辅导。“这
个制度效果特别好，补齐了‘短
板’，孩子的成绩进步特别明显。”

库车二中的杨慧明到镇海中
学参加教师培训。她清楚地记
得，姚校长把他们领到一个个教
研室、学科教研组打招呼，再三
嘱咐镇中的老师，要把库车的老
师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要毫无
保留地和他们分享教学成果。

在姚老师的建议下，库车二
中开始推行教师轮岗宿舍管理。

“姚老师告诉我们，宿舍管理不仅
是保安保洁，更应该注重孩子的
心理和成长，要用高素质的团队
去做好保障工作。”库车二中副校
长陈小雪说。

而最让库车二中受益的，是
姚老师提出的“镇海中学名师工
作室”正式成立，1 名援疆老师
结对 2 名年轻老师，手把手带徒
弟、搞教学。每年还会送一些年
轻教师到镇海中学培训，库车二
中由此储备了一批教师骨干。

2014 年 1 月，援疆教师要回
浙江了。离别时，老师学生相拥
而泣。姚仁汉的眼眶也湿润了，
来不及跟家人商量，他就对怀里
的学生说：“老师不走了，再带你
们一年半，我要看着你们都考进
大学。”

库车二中党建办的黄洁老师
说，姚校长在的 3 年，年年都有
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一共有 6
名学生，“这是库车二中历史上最
好的成绩。”

库车二中首位考入清华大学
的艾孜买提·艾则孜说：“姚老师
在的时候，班里的同学都特别爱
听他讲的课，语言幽默、课堂氛
围很轻松。他带过的班级，物理
成绩在全年级总是名列前茅，在
他的眼里，我们没有好学生和坏
学生的区别，不管成绩如何，他
待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和善有耐
心。”

得知姚仁汉病逝的消息，毕
业于库车二中的浙江大学宁波理
工学院学生王倩急匆匆地向学校
请假，代表镇海班的同学，前往
镇海中学，到姚老师生前工作过
的地方看一看。

在宁波同事和学生眼中，身材
瘦小的姚老师就像远方的一盏灯，
虽然微弱，但始终在那里发光。

一名毕业多年的顾姓学生说，
身材瘦小的姚老师上课时会习惯
性 提 起 嗓 门 ，看 得 出 他 是 花 了
120%的力气在讲课。“平时私底下
他说话的声音经常是沙哑的，但只
要一站到讲台上，就中气十足，生
怕有学生听不到。即使这节课他已
经讲了几百遍，讲了几十年，他还
是会非常认真地对待。”

在送别现场，镇海中学校长
吴国平流着泪说：“在他身上，汇
聚了镇中老师所有的优点，低
调、实在、会思考、肯吃苦。他
不仅是学生们的老师，也是老师
们的老师。”

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
记唐一军说，自承担援疆任务以
来 ， 宁 波 派 出 了 100 多 名 教 师

“智力支援”，培训了少数民族双
语教师 5000多名，姚仁汉老师就
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为纪念姚老师对库车二中的
贡献，3月4日，库车二中“姚仁
汉名师工作室”挂牌。

宁波红烛燃尽边疆
师者仁心永世长存
——追记浙江宁波援疆教师姚仁汉

本报讯（记者王博 鄞州记者
站杨磊 通讯员朱东） 清明小长
假，鄞州区东吴镇中岙生态墓园，
四周青山环抱，墓碑贴地平铺，环
境幽静整洁，前来扫墓的人络绎不
绝，人们手捧鲜花、彩带，探望已
故的亲人。鄞州区市民选择生态墓
葬蔚然成风，近三年，全区生态墓
葬率已近四成。

市民选择生态墓葬从政府引导
逐步转为群众自发，这背后离不开
政府持之以恒的努力。据鄞州区民
政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2006 年

该区全面推行生态墓葬以来，区、
镇两级财政累计投入 1.2 亿元用于
生态墓园建设，通过高标准建设、
广覆盖宣传、多方位服务，生态墓
葬日益受欢迎，目前全区已有公益
性生态墓园 26 家，生态墓 8.7 万
穴，入葬6.5万穴。

日前，笔者在东吴镇中岙生态
墓园里看到，这些节地生态墓墓碑
横卧，单穴不大于 0.7 平方米，双穴
不大于 1平方米。相比传统墓园，这
里环境更优美，每个墓穴旁都种植
了绿树和鲜花。在大力兴建生态墓

园的同时，鄞州区还将公益性生态
墓园维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展开
墓园道路、办公用房、停车场、避雨
亭改造及生态墓园维修，并在墓园
内种植了桑茶花、红花金木等植物，
绿化覆盖率达85%。

在全面推行节地生态墓葬的同
时，鄞州区于 2012 年出台了惠民
墓葬服务。同时，鄞州区民政局通
过多种渠道宣传引导，促进群众思
想观念改变。每年清明、冬至等重
要时间节点，通过公益广告、宣传
册等来宣传生态墓葬，潜移默化地

引导群众改变“重殓厚葬”和“攀
比”的思想观念。

据不完全统计，在推行生态墓
葬的10年里，鄞州区共有16447名
逝者入葬节地生态墓，节省墓葬费
累计超过 3.3 亿元，节约土地 370
亩。下一步，鄞州区还将在生态墓
园管理服务上下功夫，搭建信息管
理体系，为每个墓穴搭建“易搜
索”平台，利用大数据概念，为生
态墓葬改革进一步推广提供参考。
行政区划调整后，生态墓葬相关优
惠政策已覆盖全区各镇、街道。

鄞州：生态墓葬蔚然成风
10年为民节支超3.3亿元

本报讯（记者徐欣 通讯员王
涛 江北记者站张落雁） 2017 中
国 （宁波） 特色文化产业博览会将
在本月开幕，记者日前从有关部门
获悉，今年宁波文博会分会场活动
首次来到宁波文创港核心规划区域
——江北 8号公园。作为宁波文博
会江北分会场，8号公园将于4月6
日正式开园，这标志着甬江北岸荒
废多年的工业遗存有望崛起以文化

和文创产业为主轴的宁波新地标，
进一步推动宁波文创港的全面建
设。

目前正在规划中的宁波文创
港，是江北大力推进文化高地建设
的“三港”（文创港、音乐港、时
尚港） 之一，未来将落地甬江北岸
核心地带。这一带拥有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存，尤其是近现代工业遗
存，铁路、渔业码头、冷库仓储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的迁
出，区域功能有待转换的甬江北
岸，发展文创产业的优势得天独
厚，8号公园正是宁波文创港建设
的先行者。

8 号公园因位于江北孔浦宝马
街 8号而得名。此地块原是宁波贝
斯特纺织有限公司厂房，因企业搬
迁，已荒废多年。去年，这片 2.1
万 平 方 米 的 旧 厂 区 开 启 “ 文 创
梦”，在江北区政府支持下，园区
运营方邀请了北京 798园区设计团
队对老旧厂房进行重新设计改造，
目前，改造完成的园区朴素大方、
优雅整洁，充满了后现代的工业气
息。

“文化+科技是8号公园的主打
方向。”园区负责人陈怀中告诉记
者，即将开园之际，园区已经成功
入驻 25 家企业，引入博士团队 9

个，博士 10 余人。针对进驻园区
企业以及发展方向，园区将打造文
创产业中心、科技产业中心、众创
创业中心、产品发布中心，将为宁
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全新的
活力。

宁波文创港建设即将起步。据
了解，甬江北岸的工业遗存保护和
区块改造提升工作也已展开。未
来，从工业遗存上崛起的宁波文创
港，不但将补上宁波市核心城区城
市建设的一块短板，也将为工业遗
存保护与城市功能更替融合发展树
立一个标杆，更将加快推动宁波打
造东方文明之都的进程。

甬江北岸开启“文创梦”
工业遗存之上有望崛起宁波新地标

“头角崭崭露，江南四月时。”又到一年春暖笋
肥时节。

昨天上午，在“中国竹笋之乡”鄞州区横街镇
主产区之一的爱岭村，以往村口熙熙攘攘的毛笋收
购点不见了，为数极少的高品质毛笋就地售价为每
公斤 10 元，比去年同期涨了二三倍。横街镇拥有
近5万亩的竹山资源，当地爱岭、半山、大雷等村
出产的黄尖、红芽、白根的“黄泥拱”远近闻名。
喜食毛笋的市民只要再等上一周左右时间，就能尝
到绿色、健康的“山之珍品”。▲

黄尖、红芽、白根是鉴别毛笋品质的主要特
征。 ▲

爱岭村村民手中这株 2 公斤重的“黄泥拱”
已经算是大家伙了。

（记者 严龙 摄）

“黄泥拱”露头角

昨天上午10时30分，等候在公交扫墓专线体育馆上客点的驾驶员
陈师傅趁着发车间隙匆匆吃几口盒饭。据悉，当天市公交总公司有近
千名司乘人员参加清运工作。 （徐文杰 毛敏尔 摄）

发车间隙扒口饭

本报讯（记者孙吉晶 通讯员
沈庆炜）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我市今年实施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化肥农药减量、清洁田园推进和
农业“两区”土壤污染防治四大行
动，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促进
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根据全市畜牧业发展要求和环
境功能区划，对全市禁养区、限养
区及适养区的范围、边界进行再调
整、再优化。在前两年调查监测的
基础上，全市设立 141个有代表性
的调查点，为肥药减量增效提供更
准确的参考依据。

集成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因地制宜通过政府采购、农企
合作推广、农户自行采购等多种形
式，推动配方肥使用。到今年底，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 320万
亩，推广应用配方肥 8000 吨。沼

液资源化年利用量 90 万吨，秸秆
还田面积达到130万亩。

以农业“两区”和现代生态循
环农业示范区建设为主平台，结合
粮经轮作等农作制度创新，加快高
效缓释肥、水溶性肥料、生物肥
料、土壤调理剂等新型肥料的试点
和推广应用，集成推广种肥同播、
机械深施、水肥一体化等科学施肥
技术，开展多地域、多类型、多作
物的土壤培肥和化肥减量示范。到
2017 年底，全市不合理使用化肥
减量 2100 吨。高效低毒农药普及

率在85%以上。
探索建立农业“两区”土壤污

染监测预警体系。在全市永久基本
农田内布设 119个土壤污染常规监
测点，在全市农业“两区”建设
45 个土壤污染综合监测点，开展
39 项农田土壤地力、14 项农田灌
溉水、8项农产品等主要监测指标
参数的检测和检测数据评价。今年
底，农药废弃包装物回收率、处置
率分别在 70%、90%以上。农业

“两区”土壤清洁和尚清洁率达到
90%。

我市打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
实施畜禽养殖、土壤污染防治、化肥农药减量、清洁田园推进四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