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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
从宁波工程学院
获悉，在刚刚结
束的第十八届
“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中，该校《不爱
红妆爱武装，为
国为民挺脊梁
——浙籍224位
女英烈精神的当
代回想》项目，
从 2000 多所高
校 40 余万件作
品中脱颖而出，
斩 获“ 红 色 专
项”赛道全国特
等奖。

浙江在革命
战争年代涌现了
一大批女烈士。
她们牺牲时，最
小的只有 9 岁，
最大的60岁，平
均 年 龄 只 有
25.8 岁 。 她们
在生命中最美好
的年华，选择扛
起民主革命、妇
女解放的大旗，
将生命定格在追
寻理想的道路
上。

为了探寻、
记录浙江籍女英
烈的事迹，传承
红色基因，一群
来自宁波工程学
院的女大学生在
两年多的时间
里，追寻先烈足
迹，走遍浙江山
水。

近日，位于鄞州横溪的普罗农场里出现
了一群“都市小农夫”，他们是惠风书院“小小
农科园”的六年级学生。当天，鄞州区钟公庙
街道惠风未来社区联合惠风书院组织了一场

“耕读相伴 惠育未来”的户外劳动研学课。
11月的宁波，阳光仍然炽烈，但丝毫阻

挡不了同学们的热情。在普罗农业基地，处
处生机勃勃。孩子们在田里挥舞锄头，平整
土地，挖掘沟渠。

农田里，种植着一大片绿油油的生菜，
长势喜人，不禁引起了“小农夫”的兴趣。“这
生菜，成熟了吗，可以吃了吗？”农场负责人
李晓升解释道，这是一种意大利生菜菜苗，
一般生长期要40天。“生长周期会随气温的
高低有所变化。如果温度高，35天就可以采
摘了；如果温度低，就要延后至45天。”

很多孩子吃过红薯，但知道红薯的成长
过程吗？知道红薯怎么挖吗？现场挖红薯
是“都市小农夫”最期待的环节。

农场工作人员宋洪涛耐心地为大家讲解
红薯的生长周期，分辨茎叶根功能，教大家如
何使用锄具挖红薯。很快就进入“实战”阶
段，大家都跃跃欲试。小农夫们卖力地用小
锄头剖开泥土，小心翼翼地挖出一个个小红
薯，捧在手里得意地展示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哇！我挖到巨无霸了！”许会峥同学现
场挖到了一个特大号红薯，一脸的兴奋。

“看，我把红薯一家子都挖出来了。”沈
奕轩个高力气大，一口气挖出一大串红薯，
起码有十几斤重。

同学们第一次在田间体验收获的快乐，个
个兴奋不已。惠风书院年级段老师傅玉燕则
忙着帮孩子们拍照，记录下“农夫”日常。“到真
正到农场里来体验劳作，孩子们都很期待。”

从去年开始，惠风书院就成立了“小小
农科园”，由宁波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提供技
术支持和规划布局，并送来了最新培育的果
蔬种子，让学生在校园里体会种植的乐趣。
这一次，学校和未来社区合作，将“劳作课”
搬到了农场，让更多的孩子能体验到真实的
农事劳作，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技术指
导。“让同学们体验从翻土到播种再到收获
的整个过程，达到劳动育人的目的。”惠风书
院带队老师吴乾斌说。

今后，普罗农场将成为惠风未来社区的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成为惠风孩子们的“自
留地”。惠风未来社区联手惠风书院共同打
造农场研学课堂，围绕“耕读相伴，惠育未
来”主题推出一系列活动，引导孩子们崇尚
劳动、尊重劳动，通过农耕、劳作、科普等方
式，深入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不一样的农趣。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吴英茵 姜鹏 文/摄

她们有多少人？都来自哪里？该如何寻找？

这群女大学生走遍浙江
为浙籍女英烈群体画像

宣讲英烈事迹。

“焦琴姐姐，称您姐姐，是您离开我们时
只有25岁。您把青春热血贡献给了人民解
放事业。家乡人因您而骄傲！今之甬城，经
济繁、民生和、百业兴，不知百年前您与农民
朋友们在一起畅谈的那个理想桃源，是否如
今日的盛世场景？我敬佩您的巾帼之姿，将
斗争足迹遍印祖国各地，也崇仰您的君子之
勇，我将继续以您的精神品格为指引，做党
的优秀女儿，踔厉‘窗口’青春。”这段饱含深
情的文字，来自团队成员在“时空信箱”活动
中写给浙籍女英烈的一封信。

同学们将真情融入笔尖，把想要诉说

的敬仰、坚定的誓言与庄重的承诺字字句
句刻入纸中、化作书信，在一笔一画中续写
英烈遗志、叩问初心使命。

在镇海中学校园东南隅的朱枫故居，
成员们感受了这位“中国红色女特工”在白
墙黛瓦下炽热生长的“红枫精神”。参观学
习后，她们将英烈事迹细细整理，配音剪
辑，“搬”上屏幕，让更多人聆听到别样的英
雄事迹。通过重走英烈故地、重阅英烈事
迹、重析英烈精神，同学们将英烈事迹和英
烈精神在更广范围内进行再传播、再弘扬。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张晓雁 文/摄

借着暑期社会实践机会，郭宸伊组建
起实践团队，从制定数据收集方案入手，
以中华英烈网和《浙江省革命烈士英名
录》等作为烈士数据的基础来源，计划构
建省内首份相对完整的浙江籍女英烈数
据库。

“光是浙江籍女英烈名录的整理，就耗
费了半年时间”，摩挲着《浙籍女英烈英名
录》的封皮，团队成员陈柔怡露出淡淡的笑
意，“纸上的故事读来泛泛无奇，要想有更
独特、真实、深切的感受，还得到现场去，所
以我们去到英烈的家乡、故居、牺牲地，并
辗转联系到烈士后人、党史研究人员等，力

求给浙籍女英烈补充准确信息。”
团队成员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朱枫故居、胡

焦琴烈士纪念亭、翠微山烈士陵园……两
年多来，这群女大学生的足迹遍布浙江省
11个地级市，累计搜寻到224位浙江籍女
英烈，采访烈士后人、游客、工作人员1000
余人。

经过细致走访、比对，她们发现，浙籍
女英烈的基础信息并不完善，部分英烈在
籍贯、性别、出生年月等信息上有出入。团
队逐步深挖，提交63条修正信息至浙江省
革命烈士纪念馆并被采纳。

两年前，宁波工程学院会计（中外合
作）213班学生郭宸伊从山西来甬求学，从
小耳濡目染刘胡兰事迹的她，对牺牲的烈
士有着独特的情感。

一次微团课比赛上，郭宸伊首次了解
到了浙东“刘胡兰”李敏、浙西南“刘胡兰”
潘香凤、浙南“刘胡兰”郑明德的故事。在
深受震撼和感动之下，她萌生了想要探寻
更多浙江籍“刘胡兰”事迹的想法。

有想法就去行动。郭宸伊找到自己的

好朋友陈柔怡进行商讨，两位女孩一拍即
合。但浙江籍女英烈具体有多少人？她们
都来自哪里？该如何寻找？……一个个问
号在郭宸伊和陈柔怡的脑子里轮番打转。

在老师指导下，她们从基础数据收集
整理慢慢起步。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同学
主动加入进来。闲暇的周末、无课的下午，
同学们就到周边烈士故居、烈士陵园、烈士
牺牲地、地方研究机构去调研，越来越多

“刘胡兰”的故事被整理成册。

感动于浙江“刘胡兰”

两年多辗转寻觅

当代青年学子的传承

“哇！我挖到巨无霸了！”
农场研学课堂
来了群“都市小农夫”

户外劳动研学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