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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本报的这位老先生名叫
陈志铮，曾任奉化市统计局局长。他
口中的老邬同志，名叫邬兆定，生前
曾是奉化市统计局巡视员，“他病重
期间，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张塞和
人事教育司负责同志专程赴奉化看
望，他去世的时候才59岁，国家统计
局也发来唁电！”

在奉化市档案馆，记者看到了这
份唁电，全文如下：“惊悉邬兆定同志
不幸病逝，深表哀悼，请向邬兆定同志
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先进统计工作
者、优秀共产党员邬兆定同志从事统
计工作三十多年来，把全部精力奉献
给统计事业，为统计工作作出了重要
贡献。我们都要学习邬兆定同志实事
求是，坚持原则，不谋私利，一心为公，
忘我工作，顽强进取的崇高品德，为统
计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奉化市还是奉化
县，一名县级工作人员怎么会惊动国
家级的领导？陈老先生说，这是因为
邬兆定是全国统计系统的先进模范，
知道他的人无不被他的精神感动。

“老邬同志在1982年年末被确诊
癌症，手术后没有好好休养，又一心扑
到工作上。”如今，陈志铮提到邬兆定，
仍有些唏嘘含泪，“我们劝他，要好好
养病，但他跟我们说，别人是来日方
长，他是来日方短啦！癌症随时都可
能复发，做人就是要做事的，否则还做

啥人？何况他是个共产党员！”
其实，早在1982年上半年，在被

诊断出癌症之前，邬兆定就因为消化
道严重出血而住院。当时，我国第三
次人口普查进入准备阶段，邬兆定担
任奉化县人普办副主任，主持业务工
作，天天忙到深夜。住院还是医生几
次下通牒、领导几次下命令的结果。
即使如此，邬兆定仍然提出3个要
求：让办公室同志每天把人口普查工
作的文件和资料送他阅读；允许他在
病床上参与试点工作的研究；允许他
每天听取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大
家都说，老邬同志在医院待了7天，
其实就是把病房当作临时办公室用
了7天。

奉化市档案馆里，现存的邬兆定
的档案有几十卷。其中最感人的是
他的日记和家信。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许我上办公室，我可在家里
工作。是战士应战死在战场上，应当
生命不止，战斗不息！”

对于自己的年龄，邬兆定也有特
别的算法。他在给子女的一封家信中
写道：“（生命）不以活着（的）年月计
算，而以为人类做了多少年有益的事
（计算），想吾十五岁参加生产劳动，四
十余年来，每天操劳总在 12 小时以
上，这样一天等于常人的一天半，我已
做了六十余年了！再加幼少年，我已
活了将近八十岁，大可快慰！”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刘波）
近日，镇海区“研之乐”教科骨干读书会
举行了首次线下交流活动，20名教师分
享了阅读感受。令人意外的是，不少教
师提到曾因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教育
类专业书籍而迷茫。

据了解，镇海区“研之乐”教科骨干
读书会成立于2016年9月，由镇海教科
所相关人员牵头，最初仅限辖区内所有
学校的教科骨干参加。读书会以线上交
流为主，通过QQ群、微信群为教师推荐
教育类专业阅读书目，以“共读一本书”+

“个性阅读”的形式开展活动。如今队伍
不断扩大，QQ群内已有150多名教师。

教师本就“爱读书”，为何还要成立
个专门的读书会？读书会组织者刘老师
表示，他一直都在关注教师专业阅读的
品质。“因为种种原因，现在教师在专业
阅读方面视野狭窄。”刘老师说，很多时
候，每个学科的教师就翻翻自己所教科
目的专业书，多停留在“应付论文”等层
面，对职业而言总归欠佳。

和刘老师了解的情况基本吻合，浙
江省教师读书征文大赛每年都会让参赛
者填写调查问卷。2016 年底对全省
1800多名参赛教师做的调查显示，有
21%的教师表示，自己参赛目的并不是
出于喜欢读书，而是“随便玩玩”或应付

“学校任务”，甚至认为“得奖的话对晋升
和评优有帮助”。

而强化教育类专业阅读，呼吁教师
注重专业阅读品质，正是读书会成立的
初衷。

经过大半年的线上分享，近日读书
会举行了首次线下活动，教师们分享的
是第一本共读书籍——《读书是教师最
好的修行》的阅读感受。读书会还邀请
了书的作者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常
生龙，通过微信与现场的老师做交流。

镇海区中心学校吴老师说，其实很
多老师也有读专业书提升业务的愿望，
但总以为教育类的专业书会很枯燥。不
过，读了几本读书会推荐的好书之后，觉
得贴近性比较强。以前喜欢看小说，现
在教育专业类的看得比较多，有收获也
有成长。

“加入读书会之后，慢慢养成了看教
育类专业书的习惯。”已执教近30年的
镇海炼化小学冯老师说，以前找书会到
书城逛逛，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书。现在
光从读书会推荐的书单里就能读到不少
好书。

据了解，读书会考虑未来让更多的
专家为教师们推荐好书，引导教师多读
教育类专业书，让教师们在学科之间打
破壁垒，慢慢形成专业成长的共同体。

遗体捐献，他比“千纸鹤女孩”还早14年
知情人希望，将他的肖像和名字刻到纪念墙上

日前，本报一篇回顾、纪念我市遗体捐献者、“千纸鹤女孩”江敏的报道《女儿，你17年前这个头开得好》（详见《宁波晚报》3月21日A02版）见
报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许多热心市民被江敏的事迹所感动。其中有一位老先生打来电话表示，自己的一位好同事、好朋友“老邬同志”
早在1986年就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宁波卫生学校（宁波天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用于医学研究，比江敏早了14年。

记者从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处了
解到，邬兆定捐献遗体并未在红十字会
办理手续，当时的宁波卫生学校也还不
是红十字会下属的遗体接收站。因此，
邬兆定捐献遗体一事并没有在红十字系
统内登记在册，他的肖像和名字也没有
出现在位于镇海区大同公墓的宁波市遗
体捐献纪念陵园的纪念墙上。

“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没多少人记
得邬兆定了。”陈志铮不无伤感地说，自己
家中常年订阅《宁波晚报》和《东南商报》，
这几年来经常能看到有关遗体（角膜）、器

官捐献的报道，欣慰之余也有些难过。
陈志铮说，江敏是个好姑娘，老邬同

志生前也是淡泊名利的人，自己并不是想
为邬兆定争个第一第二，只是希望好人不
要被世人遗忘。这样也能激励更多人身
后捐献自己的遗体（角膜）、器官，推进医
学发展，为重症患者带去光明和生机。

最后，陈志铮老先生也提出了自己
的一个心愿：将邬兆定的肖像和名字刻
到宁波市遗体捐献纪念陵园的纪念墙
上，让他和其他捐献者一起接受广大市
民的哀思和敬意。 记者 童程红

他曾是全国统计系统的先进模范 生命最后，他决定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研究

邬兆定患的是食道贲门癌，确诊时
已是晚期。1982年12月29日，他在上
海接受了手术，切除了贲门、部分食道、
2/3的胃，以及一根肋骨。

从1982年年末手术到1986年4月
30日离世，在生命最后几年，邬兆定除
了忘我工作，还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意想
不到的决定：死后不送花圈，不开追悼
会，遗体送宁波卫生学校进行解剖。

不送花圈、不开追悼会还好理解一
些。陈志铮透露，老邬同志很节省，一张
白纸都是两面用，而送花圈在他看来也
很浪费，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事。

捐献遗体用于医学解剖，这让大家一
时有些难以接受。为此，邬兆定在给子女
的信中写道：“死，一般人都怕，但谁人不
死？患癌知必死，倒有时间充分准备，抢
在死前，把要讲的话讲完，要做的事做好，
在这方面来说，要比别的死（法）来得好。

况且，死后尚可把病体供医学上解剖研
究，对人类还能做出些贡献，有何不好！
希望你们在这方面支持我，劝说你祖母和
母亲，实现我遗愿。”

最后，老邬同志成功了。亲友含泪
支持他的决定，宁波卫生学校同意接收
他的遗体。病床上的邬兆定很高兴，还
特意给学校写了信：“宁波卫校全体同志
和同学们，欣闻你们允我尸体到贵校解
剖，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感谢，感谢你们
为移风易俗，不怕麻烦接受这额外任
务。捐献尸体在发达国家和大城市已很
普及，在宁波可能不多，请你们不必顾
虑，这个行动是我完全自愿，并做好了家
属思想工作，为此特写此信，并叫家属也
签上名，请你们放手解剖好了。”

1986年4月30日7时37分，邬兆定
与世长辞。当天下午3点30分，他的遗
体已静卧在宁波卫生学校的解剖室里。

知情人希望，好人不要被世人遗忘

老师只看本科目专业书？
这个读书会“教”老师看教育类专业书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