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要当老师！”16岁那年，周秀芳许下了这样的心
愿。1971年，周秀芳如愿到象山县东门岛上做代课老
师。两年后，周秀芳被调入象山县石浦小学，教科学、数学
和音乐等课，并担任班主任，与学生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2003年退休后，她又被一所私立学校返聘。然
而周秀芳的内心却依然不平静，只因她还有另外一个
未实现的梦想。

“50岁那年，我还在李惠利小学教书，听说教育
局招募去贵州支教的老师，就去报了名，但因为年龄
过大被拒绝了。”直到2014年，周秀芳偶然得知贵州
省惠水县正在招募教师去支教，内心又燃起了这把
火。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下，她带着简单的行囊奔赴
贵州，毅然踏上了“大龄支教路”。

刚到贵州，周秀芳就急着家访。四五个小时的山
路，让她带病的膝盖阵阵刺痛。医生曾经告诫过她，要
保养膝盖，但不到半年，她仍坚持访遍了代课班级所有
学生的家庭。

2015年春节，回宁波过年的周秀芳听好友说，湖南
省溆浦县九溪江乡或许更需要支援，便决定去看看。3

月初，当她站在九溪江乡桐林小学门口时，她看到教室
是用茅草搭建起来的，没有玻璃窗，没有水泥砖头，17
个孩子蜷缩在火盆旁，听着一位拄着拐杖、口音浓厚的
老先生讲课，这也是桐林小学唯一的老师。见此情景，
原定要重返贵州的周秀芳当即决定留在湖南。

可如何改变眼下的境况？周秀芳一直琢磨着。
在到湖南之前，她把贵州学校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朋
友圈顿时热闹起来。建群、设基金会、购买物资，她原
来的一些学生反应迅速，没过多久，就为孩子们送去
了100张铁床和300条被子。

小小的成功启发了周秀芳。到了湖南，她又将湖
南的所见所闻做成幻灯片，发到聊天群里，信息更加
全面、直观。早年的学生张刚看到，立即出资捐建了
溆浦县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周秀芳的牵线搭桥下，张
刚及其大学同学、爱心企业家、石浦镇政府又陆续出
资近200万元建立起5所爱心学校。 记者 房伟

治水给台州岘头林村
带来巨大变化
昔日脏乱不堪
如今美丽如画

本报讯（记者 林伟 通讯员 谢小诚） 昨
天，“甬台温美丽行”活动移师台州。在台州螺洋
街道岘头林村，三地记者和志愿者看到了一个道
路整洁、房屋漂亮、河道清澈的美丽小村。但他
们不知道的是，在2001年的时候，这里脏乱不
堪，因为穷，很多男青年甚至找不到对象。而这
一切的变化，就源于该村2006年开始的治水。

昨天下午，看到志愿者来村里参观，村里的
老人主动过来介绍岘头林村凤凰涅槃的过程。

2001 年，岘头林村的集体经济收入不足
3000元，村民大部分以种地、打零工为主；村民
住房门前屋后乱丢乱放，脏乱不堪；进村道路只
是泥地，下雨天，村民进出都有问题。“很多小伙
子讨不来老婆。”

10多年来，岘头林村发生了质的转变，一步
一步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转变成“生态湿地、
休闲画乡”美丽乡村。“岘头林的美丽是从治水开
始的。”村里的工作人员告诉志愿者。

2006年开始，村干部带领全村以治水工作
为突破口，河岸同治，带动整村改造，打造美丽乡
村的征程。岘头林的地理位置特殊，是台州市路
桥区水系重要入水口，在五水共治工作中肩负着
重大职责。

治水初期，面对积重难返的现状和意识落后
的村民，村党支部带领党员率先垂范，对自家的
问题先开刀，打开了治水局面，实现了违建、养殖
场、排污口100%整治；并呼吁家家户户落实门前
屋后三包，巩固了整治成果。

岘头林村是个水乡，村民一直有在河边洗衣
服的习惯，为了推进五水共治，岘头林村设立了公
共生态洗衣房。生态洗衣房的水是从三水泾抽取
河水进入蓄水池的，而洗涤后的污水则经过生态
净化池、终端处理池、生态湿地的三次净化程序
后，排入河道时已达到Ⅳ类水甚至Ⅲ类水的标准。

离洗衣房不远就是村里的生态湿地，在近
2000平方米的河面，种植着各种净化水质的植
物。这个洗衣房建成之后，非常受村民欢迎，每
天都有很多人来这里洗衣服。

现在，该村还与浙江大学环保研究所合作，
通过水底铺河沙，种植水松、铜钱草等水生植物，
定时充氧等生态生物技术，加速推进小微水体整
治。

昨天参观的另一个点同样与水有关。台州市
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每天有3.5万吨中水回用到
河道，对消劣点位水质改善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有
助于椒江区两个省控点位的剿劣任务完成；而反
渗透系统的产水作为高品质的中水，甚至可作为
电子仪表、制药、印染及锅炉等特种用水。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贾陈骋 许耀立） 据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局）发布的信
息，世界银行贷款宁波市城镇生活废弃物收集循环利用示范项目——江北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工
程日前正式开工，预计明年9月完工。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江北区庄桥街道西邵村，合同用地面积为9707平方米，建筑面积10228平方
米。垃圾转运规模为790吨/日，分选规模150吨/日。该项目是我市在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中，体量
最大的一个。

江北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效果图江北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效果图

江北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站开工
转运体量全市最大，预计明年9月完工

【人物名片】周秀芳，女，鄞州区李惠利小学退休
老师。退休后，她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只身远赴湖
南、贵州偏远山区扶贫支教。数年来，她先后募捐资
金建立了11所希望小学，为山区孩子购买了床、被
子、校服和大量体育设施。她还为希望小学的代课
老师缴纳养老保险金，和贫困学生结对。

周秀芳 大山深处的“支教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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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月底开始，由城管、住建等部门组成的“破难”
小分队深入居民小区，合力指导居民从源头提高垃圾
分类质量，解决了不少难题。

据市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心副主任胡柳介
绍，自垃圾分类工作开展以来，我市坚持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创新制度、
创新模式，提高分类质量、促进回收减量、完善设施体
系、引导社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初步形成。

居民源头的分类质量是垃圾分类工作的“心脏”，
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学会分类、参与分类，改变思想意
识和行为习惯，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小分队自成
立起，就确立了破解源头分类难题的主题。

小分队先是实地调研了海曙、鄞州、江北、镇海、北
仑、高新、东钱湖等七个中心城区的垃圾分类工作，与

各区城管部门建立“一对一”日常工作联系机制，全面
了解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及时发现推进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共同研究有效的解决方案，进一步
提升垃圾分类质量和成效。

在调研时，小分队发现，无论是老小区还是新小
区，普遍存在着垃圾分类居民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包括
垃圾不会分类、厨余垃圾袋使用率不高、垃圾桶混投等
情况。小分队在排摸各区情况之后，着手指导各区进
行垃圾分类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让社会企业、社会
组织入驻定点小区，提供垃圾分类专项服务，包括宣传
培训、入户指导、开袋检查等，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合理配置市场资源。

首个社会组织在海曙白云街道安丰社区“落地生
根”。社会组织在安丰社区开设“垃圾分类促进中心”，

并配备6名专职人员长期“驻点”，建立垃圾分类知识
有效宣传、溯源监管考核、可回收资源化利用回收、分
类兑换服务等技术服务体系。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在小分队的全力推进下，目
前我市正式启动居住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建设
项目。此次新建改建工程将使垃圾房迎来华丽转身。
除重点考虑设施功能、用料材质、分类标识设置等内容
外，建筑形式更要求结合社区自身特色，融入小区周边
环境。

6月19日上午，作为全市第一个垃圾房新改建工
程项目，海曙区鼓楼街道文昌社区中宪小区的垃圾房
动工改建。设计中考虑了宣传与实用功能，并力求打
造为一个“样板房”。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傅婷婷

“破难”小分队深入居民小区实地调研

指导居民提高垃圾分类质量

走一线 破难题

●甬台温美丽行

周秀芳在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