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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岳龙老师今年55岁，1984年入职以来，一
直坚守在大榭第二小学（原大榭中心小学）。执教
30多年来，梅老师教过语文、科学、数学等学科，其
中教数学的时间最长，有20多年。出于爱好，他
还自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念完专科后，又朝着
修完本科的目标努力。

写童话的念想与工作密不可分。2011年，梅
老师不光教孩子们数学，还担任他们的班主任。
那时，他便萌发了自编童话故事的想法。“孩子们
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比较顽皮，想通过童话
让他们明白一些道理，无论是做人还是学习（数
学）。”梅老师说，之后他就利用休息时间“码字”，
写完一个，就给孩子们讲，也让孩子们看。6年多

时间，不知不觉写了20多个童话故事，总计有10
万多字，被学生们唤作《刷头皮奇遇记》。

记者看到，第一个故事叫“黑白老鼠”，讲述了
一个小男孩因为逃避困难变成老鼠的经历。梅老
师说，这里边是有真实故事的。

原来，当时有个小男孩测验成绩不理想，为此
迟迟不敢回家。到了晚上10点多，竟躲到了一辆
废弃的货车里，打算在那过夜。梅老师找到男孩
后，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将他的经历改写成
了童话故事。自那以后，小男孩懂事了不少，还成
了梅老师的小粉丝。梅老师心中也很有触动，觉
得一直以来当老师“爱说教”，也是时候换种方式
沟通了，于是便更加坚定了写童话的想法。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董杨
惠） 日前，宁波市计生协六届二次理事会召开，
市政协副主席张明华任市计生协会长。此次理
事会还审议通过了增加两名基层一线兼职副会
长的人事事项。

2016年，市计生协在宣传倡导计划生育基
本国策、帮扶关怀计生特殊家庭、促进计生家庭
健康发展、推进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和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均等化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绩。特别是失独家庭帮扶、青春健康项
目工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2016年，宁波市计
生协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工作先进集体”称
号。

故事原型来自校园，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数学老师6年写下10万字童话故事
著名的《爱丽丝梦游仙

境》是150多年前一名数学老
师写的，给全世界的孩子都带
来了欢乐。同样教数学，大榭
第二小学梅岳龙“没想那么
多”，他花了6年多时间写下
了10万多字的数学童话，希
望它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孩子
健康、快乐成长。

童话故事的原型是他的
学生，不少孩子都听过他的故
事。那些毕业了的学生碰到
时还会惦记：“老师，那本好玩
的书出版了吗？很想要啊。”

童话来自“真人真事”

故事描述了主人公“刷头皮”及其小伙伴，
在成长过程中的奇幻经历，他们在数学小精灵的
帮助下，逐渐掌握了一系列的技能：数学表达、
分析、推理等能力。其中的“刷头皮”，是个11
岁的小男孩，他用“第一人称”讲述了自己看到
的一切。而这个男孩原本叫“骚头皮”，不过在
学生们看来，头皮痒了之后用“刷”这个字更显
潇洒。

“既然是写给孩子们看的，他们喜欢是第一标
准。”梅老师说，根据学生们的意见，另外三个主人
公也被“配套”命名为“拉耳朵”“大步走”和“插裤
袋”。孩子们说，一听到名字，就好像见到了一个
个很“有趣”的人。

根据各个年级学生识读和理解能力的不同，
梅老师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将故事分为低中高
三段，穿插入内的数学内容，也是配套现有的数学
教材。比如高年级篇中，小男孩去了数学城堡，又
在生活中学会了多种计算方式，就连其中的“X”
假设法，也变得十分生动。

2014年11月，梅老师的书稿初成，学校出钱
打印了30册，供孩子们传阅。当时，就有学生在
校内“看不够”，带回家去看的。有的家长觉得很
好奇，为啥孩子看一本“资料”能如此认真？读过
之后，家长给梅老师发短信，认为“这是一本适合
各个阶段孩子的童话，希望老师多写写这样充满
爱的好书。”

翻开梅老师的笔记本，他记录了大部分“读
者”的反馈信息，有学生，有家长，还有同行。他觉
得，随着小学生、家长等的不断变化，将来“书”中
的故事肯定还要做些微调，它可以是一本陪伴孩
子们长大的“动态”童话。

前不久，梅老师将书稿投给了出版社。宁波
市数学名师张红波认为，梅老师创作此书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这样的阅读，不仅可以提高数学阅
读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让学生领悟到数学的魅
力，逐渐走向悦读，爱上数学，用心去主动感受数
学王国里时刻在发生着的趣事。

记者 徐叶 实习生 陈时飞

按照学生想法改了多稿

张明华任市计生协会长

孩子们在阅读童话。照片由受访人提供

今年5月14日至20日，是全国第二十六个城市节水
宣传周，记者从市城管局供排水集团了解到，我市自实施
分质供水以来成绩斐然，每年可置换自来水近亿吨。

昨天，新接进工业水的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
司生产技术部经理姜志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当前每日
使用大工业用水1万吨计，一年可节约水费400余万元，而
且有了新水源，企业发展更有底气了。工业水老用户镇海
炼化公司相关负责人也介绍，企业每日用工业水8万吨至
10万吨，仅水费一项每年就可节约成本6000万元以上，大
大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而且工业水水质稳定、令人满意。

据了解，2008年12月，总投资约13亿元的姚江工业
水厂正式建成通水，输水主干线长45.5公里，管线途经江
北、镇海、北仑三个区，标志着我市“分质供水”时代已经来
临。水厂取用姚江水为原水，处理工艺流程几乎与自来水
制水工艺一模一样，出厂水质接近生活饮用水标准，但水

价只需每吨2.34元，比自来水便宜了近一半。
就是这样价廉物美的大工业用水，在建成后的几年里

却乏人问津。“这种尴尬局面从2014年起渐渐转变。”市供
排水集团工业供水公司总经理邵兴华说，一方面由于水资
源紧缺，大工业企业有用水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大工业用
水也日渐为大工业企业所认知。

2016年4月13日，工业供水青峙支线顺利通过竣工
验收，标志着仅青峙一地每天就能“喝”上10万吨的优质
工业水；2016年11月17日，大榭开发区工业供水项目的
输水管线正式完成割接，具备全线通水能力，大榭的企业
就此“喝”上了来自姚江的专属工业水，企业与岛内居民

“抢水喝”的矛盾顺利破解。
据记者了解，姚江工业水厂2012年日均供水13万

吨，2014年上升至19万吨/日，2015年26万吨/日，2016
年近27万吨，水质综合合格率100%，水压综合合格率

100%，目前已成功为镇海炼化、镇海电厂、台塑热电、宁
波钢铁等16家大型工业企业实现供水，客户数量正随工
业供水管线的延伸不断拓展中，呈直线向好趋势，“让水于
民”逐渐开始深入人心。

这种跨区域“分质供水、优水优用”的供水模式在国内
尚无典型范本，因此宁波的举措无疑将起到一种示范作
用。面对工业供水的“香饽饽”，市供排水集团正大力推进
鄞东工业水厂（40万吨/日）的前期调研工作，目前已完成
厂址考查工作，形成水源论证报告。“到2020年，集团工业
供水量将达到35万吨/日。”市供排水集团董事长柳成荫
表示，“我们将从安全性、可靠性及适度超前性出发，科学
规划工业供水系统布局，将‘优水优用’提高到宁波合理分
配水资源、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力
争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王力平 杜蔷薇

走进城管 关爱民生

9631096310智慧城管热线 一年置换自来水近亿吨 宁波“分质供水”领跑全国

本报讯（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甬红）
5月19日，宁海80后爱心女子李海丹在杭州捐
献造血干细胞，抢救了患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
青岛小姑娘小洁（化名）。

记者从市红十字会了解到，捐献者李海丹出
生于1983年，是一名共产党员，从大学起就开始
志愿献血，至今已捐献全血4000余毫升。6年
前，她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

去年12月26日，李海丹接到电话，她的造
血干细胞与一位白血病患者低配成功。经过一
系列筛选，今年3月底又接到了体检通知。从这
一刻开始，李海丹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身体调理
计划，半年来减重5公斤。

5月15日上午，李海丹赴杭州捐献造血干
细胞，这是宁波市第64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能
够挽救他人生命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会尽力配合
医生做好捐献。”当天的欢送仪式上，李海丹如是
说。

然而，5月19日早上，捐献一开始却出现了
波折，医生发现李海丹的血管偏细，不能在抽取
造血干细胞的同时，让剩余血液回流，不得不改
为从颈静脉抽取、手臂回流的方式采集干细胞。
这在全省34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中，是非常少见
的情况。在此过程中，李海丹需要一动不动地坚
持3个小时。

11点32分，154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浮液采
集完成。12时15分，从省中医院送到萧山机
场。15时22分，“生命的种子”抵达青岛，用于
挽救一名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小洁的生命。

宁海爱心女子
捐献造血干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