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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十位“理想家”的见证
下，4本“理想册”正式交由宁波
教育博物馆收藏。“理想册”的故
事让溪口镇中心小学李秀蕾校长
深受感动。她希望学校能暂时保
留其中一本“理想册”，放在校史
馆，让师生们感受老一辈师者的
深情。陈生娟欣然应允。

“把册子交给你们，我就放心
了，它们永远都不会丢了。”陈生
娟紧紧握着张静的手，不停说着
感谢的话。

沉甸甸的“理想册”，承载了

陈老师的教育理想和4届学生的
“初心”。

在宁波教育博物馆的“旧物
意深”展厅，记者看到，张静小心
地把册子放进玻璃柜，并在前面
放上介绍牌，供参观者观瞻。这
便是陈生娟老师所期待的“理想
册”的最好归宿。

馆长黄兴力表示，这是宁波
教育博物馆首次接收此类藏品，
之前收藏的都是一些旧教具、笔
墨纸砚、教师备课本和班级笔记
等物品。“理想册”的入藏，不仅收

藏了学子们的求学岁月，更彰显
了老一代教育人最淳朴的育人情
怀。

陈生娟老师的行为，让黄兴
力想起了自己当校长的时候，也
曾让毕业生写过“给未来的信”，
然后收藏在学校档案室，“我很理
解也很钦佩陈老师的行为，这样
的理想教育特别值得推广。我们
很荣幸能收藏这几本册子，让它
固化为宁波教育的永久记忆，让
更多人看见。”
记者 章萍 林桦 张培坚 文/摄

“拿钩针的姿势要放松，要不然手
会痛”“看图纸时要分清长针和短针等
符号，以免返工重做”……

昨日，余姚市凤山街道望湖社区
“启望·共富工坊”内，辖区居民王鹏楠
化身“小老师”，正在教阿姨们钩织毛线
玫瑰花。

“等阿姨们都能熟练上手了，钩织
的产品达到一定数量，我们就会帮忙做
线上线下销售，为她们增加收入。”望湖
社区党总支书记阮园告诉记者，望湖社
区是一个新社区，从原来的东城社区分
离出来，今年2月才成立。从成立之初
起，社区就积极打造“启望·共富工坊”
这一品牌，除了王鹏楠，工坊的“排头
兵”还有30余位阿姨。“我们通过排摸
社区低收入群体，盘活赋闲劳动力资
源，建立了一个共富工坊微信群，通过
社区与民营企业协作的方式，打造家门
口的‘共富梦’。”阮园说。

除了建立阿姨们的联络群，企业的
对接工作也必不可少。共富工坊成立
后，阮园积极跟街道工贸办对接，充分
掌握辖区内企业，在了解到有些企业是
流水线操作，没有人做手工活的状况，且
对劳工年龄有所限制后，社区更是积极
谋求出路，将符合需求的企业外加工订
单资源与社区赋闲劳动力有效对接，同
时另辟蹊径，让共富工坊的成员学习钩
织技能。等到钩织的作品达到一定数
量，再通过摆摊或线上等方式销售，使之
成为让居民腰包鼓起来的新途径。

“我今天送完孙女上学就来这里，
多亏有了她们，既能学习新技能，还能
增加收入，真是太好了！”工坊里一位阿
姨对着社区工作人员连声称赞。

据了解，余姚市凤山街道聚焦“党
建统领·统战助跑”行动，创新打造共富
工坊，以村社辖区企业分布、产业发展
优势、产品供应需求等实际情况，以共
富中心、共富专线为依托，完善统一接
单、统一组织、统一派工的“一条龙服
务”模式，有效畅通村企、社企业双向合
作，为实现共富注入强劲动能。

据悉，接下来，凤山街道将持续聚
焦共富工坊，一如既往地提供劳作空
间，积极挖掘辖区内的手工达人，通过

“传帮带”方式传技于共富工坊的成员，
并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品牌效应。街道
侨联也将继续发挥侨商侨企的赋能作
用，建立需求和服务清单，引导企业精
准投放生产要素，为实现共同富裕注入
凤山力量。

记者 邱琼 通讯员 郑央波 文/摄

创新打造共富工坊

帮居民实现
家门口的“就业梦”

入藏宁波教育博物馆

八旬老人的
“理想册”
有去处了

昨天，80岁的退休教师陈生娟把
珍藏的“理想册”，交给了宁波教育博
物馆馆员张静。老人悬着的一颗心，
也终于放了下来。

9 月 10 日 教 师 节 当 天 ，本 报
A02 版以《八旬退休教师为学生“保
存”理想 34年》为题，报道了陈生娟
老师30多年来珍藏学生儿时理想的
故事，她的默默付出令无数网友动
容。网友“阚言”评论道：“陈生娟老
师给在职的教师上了很重要的一课，
值得每个教师借鉴。”

宁波教育博物馆方面看到报道
后，第一时间联系了记者，希望能收
藏这4本“理想册”。当年那些散落在
各地的“小城理想家”看到报道后，通
过各种方式与陈老师取得了联系，希
望能共同见证理想封存的时刻。于
是，一场温馨的“认亲”大会和捐赠仪
式在奉化区溪口镇中心小学举行。

溪口镇中心小学是“理想册”
的“出生地”。当天，记者和张静
一起前往溪口。到达学校时，数
十位“理想家”早已等候在校门
口。看到陈生娟老师，他们立刻
迎了上去。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
而言，这是自小学毕业后，与陈老
师的第一次见面。

学生们与陈老师拥抱、问好，
亲热地交谈。看到陈老师如今两
鬓斑白，学生们不禁潸然泪下，陈
生娟也泪眼朦胧。尘封已久的小
学记忆一下子被打开，师生之间
有说不完的话。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可没有
同学群。这两天，我把这事儿给
办了，现在群里已经有40多个同
学了。”竺丹军是陈生娟1994届的

学生，看到报道，他通过多方打听，
获得了陈老师的联系方式，并主
动请缨要当小学同学群的“群主”，

“失散的亲人，都一个一个回来了，
这感觉真好！”

看到“理想册”上自己曾经的
理想是成为一个著名科学家、出
色发明家，竺丹军不禁哑然失笑：

“第一次看到这个册子，说实话，
这个内容我有些淡忘了，但是陈
老师鼓励我努力学习、追求梦想
的画面依然记忆犹新，她是点燃
我心中火苗的人。”

看到陈老师一旁备注的
“2000年考入大学”字迹时，竺丹
军惊讶地表示，他不曾跟陈老师
说过这件事。

陈生娟握着竺丹军的手说：

“我知道你们工作都很忙，老师虽
然很挂念你们，但也不想打扰。
好几位同学我是经常有联系的，
从他们口中，我会得知你们的消
息，然后记在这本小册子上。”她
表示，只要知道学生们过得很好，
她就放心了。

现场有一个小女孩，是溪
口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得
知陈老师来到学校，特地跑来
与她会面，交流学习生活。她
是姚同学，从她二年级开始，陈
老师便每学期给她 1000 元助
学金，资助她念书，“当年因为
有社会的帮助，我才有机会读
书。所以在我有能力的时候，
想把爱心传递给更多的学生。”
陈生娟说。

“理想册”上的几十个学生重返校园，见证理想封存的时刻

张静向陈生娟颁发“捐赠证书”。

在“理想家”们见证下举行，“理想册”有了好去处

“理想册”放在了宁波教育博物馆。

阿姨们在共富工坊钩织毛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