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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
冬晓 通讯员 姜怡）日前，全国高校教学精英
齐聚复旦大学，角逐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
新大赛全国赛大奖。

由宁波大学音乐学院王蕾、俞笛、廖松清、
肖玛等教师组成的王蕾教学团队，凭借十五年
磨一剑、精心打造的《音乐鉴赏》课程，喜获副
高组一等奖，并摘得全国教学设计创新奖，收
获本届大赛的最高奖。这也是浙江省唯一包揽
名次与全国教学设计创新奖的团队，为宁波大
学一流本科教学建设再添光彩。

被学生亲切称呼为“阿拉蕾”的王蕾老师
及其领衔的教学团队所主讲的《音乐鉴赏》是
一门全校通识核心课程。

十多年来，王蕾教学团队主讲的《音乐鉴
赏》是宁波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教学团
队获过70多个国家级省市教学类和专业竞赛
奖项，本校选课学生超万人，线上选课高校超
百所，选课人数突破15万余人，团队负责人王
蕾老师也是高校音乐领域唯一一位主持过两
门国家级线上一流“金课”的负责人。

喜欢、热爱和执着是王蕾教学团队不断取
得教学成果突破的秘籍，正如王蕾感言：“学生
喜欢是我上好这门课最大的动力。”

据悉，首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由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
办，大赛自2020年9月30日正式启动至今，全
国31个赛区，1287所普通本科高校的5万余
名教师参加了校赛，12625名教师参加省赛，
覆盖13个学科门类。本次浙江省选送团队获
得一等奖三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三个。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李
臻 通讯员 蒋颖）象山晓塘的葡萄远近闻名！
近日，浙江万里学院大数据学院暑期社会实践
队的刘昕如、刘佳琳两位同学在抖音上开启助
农直播。

直播当天，一个多小时里，万余名热心网
友涌入直播间，找到原晓塘商城直接下单葡萄
658箱，约3290斤，成交金额25662元。

据介绍，早在7月中旬，实践队就走访了
村民的种植大棚，进行了实地考察。在与村民
的交谈当中，实践队员发现村民们的主要销售
途径仍是较为原始的线下销售，农产品存在滞
销的问题。

因此，队员们和村民们经过交流后，认为
可以将夏黑葡萄作为宣传切入点，开启线上直
播。

助农直播所带来的收获也让晓塘乡的村
民感到惊喜，村民对这种直播带货的新方式产
生了极大兴趣。实践队员们驻扎在晓塘乡，一
对一地向村民教授如何进行直播带货，如何将
自己的直播间进行推广、宣传。

实践队队员们表示：“在实践中，我们以下
乡实地考察了解农产品品牌特色为基础，用所
学的网络销售知识，助力晓塘乡农产品销售，
这次实践让村民有收获，也使我们本次乡村振
兴之旅更有意义了。”

一张张沉甸甸的烈士证，一封封烈士遗留
的信件，被一层又一层的信纸包裹着。尽管保
管得如此细致，但历经几十年的岁月侵蚀，这
些证件还是变得泛黄且有些破损。这样的情
况，让烈士家属们忧心不已。

“时间一久，烈士证就变得很软，很容易
破。特别是折起来的地方，已经磨出一个个
小洞，边边角角也都磨没了。”林大茂烈士
的女儿林宝娣说，“实在是太破了，我想用胶
带把它粘起来，但是我又不敢往上乱粘，怕

越粘越破。”
“收到的这些烈士证明和信件中，最难修

复的是一张粘满透明胶的烈士证明。”宁波财
经学院文化财产保护中心主任曹明博士说，这
些透明胶为修复带来不小的难度，团队成员需
要确保文书上的字体在不被损坏的情况下，小
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去除。“我们是按照文物的
标准去修复，也就是说要用稳妥的，可逆的，不
破坏本体的前提下做传统手工修复，让这些证
明、信件长久地保存下去。”

陈荷珍的父亲陈忠根烈士证明修复对比图。

没有透明胶，折痕也像熨平了似的，年近七旬的陈荷珍老人看着被修复的烈士
证明，心里十分熨帖。这份被修复的烈士证明，是陈荷珍父亲的，距今70年，也是她
和父亲仅有的联系。

说起这张被修复的烈士证，陈荷珍老人连连感谢一群师生，他们是宁波财经
学院人文学院文化财产保护中心的老师和同学们。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杨燚娜 王轶群

文物修复、文物收藏是宁财院人文
学院的一张名片。今年暑期，由宁财院
人文学院“文化财产保护中心”师生团
队十余人组成“甬城文保”暑期社会实
践团，把“我为烈士修遗物”作为“不忘
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的主题活动。

陈荷珍的父亲名叫陈忠根，1951年牺牲。
“当时我不满一周岁，根本不知道父亲长

什么样子。”陈荷珍说，母亲留给她关于父亲的
信息只有一张烈士证明和一封寄来的信件。

“这是我和父亲仅有的联系。”陈荷珍和母亲小
心保存这些遗物，但烈士证经过折叠，时间长
了难免有些破损、断裂。

“字迹变淡了，我就用水笔描上去；出现破

损了，我就用胶水粘。后来我发现胶水效果并
不好，又用透明胶反反复复粘了好几道，生怕
一不小心再损坏。”陈荷珍说，能够说明“父亲
是个英雄”的这张证明虽然小心保存，但仍抵
不过岁月的侵蚀。

一次偶然机会，陈荷珍得知宁波财经学院
有一支文物修复团队，便提出修复烈士证的请
求。

据了解，一件文书的完整修复少则半个
月，多则几个月。

曹明博士介绍说，修复一件烈士证需要历
经冲制浆糊、清洁修复用纸等十几道工序，在
修复过程中，除了掌握基本的修复技巧之外，
耐心、细致，以及对原文书背景的充分理解也
是修复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在修复烈士证时，与修复常用的古法手
工制纸不同，因为烈士证用的是机械制作的纸
张，我们选择修复纸张时，要用类似纹理的纸
张才更贴合。”指导老师杨燚娜老师和同学一
起修复这些珍贵的遗物。团队成员蒋雯倩是

2019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她参与了
陈荷珍父亲烈士证明的修复。“不管是修复还
是感受红色历史，于我而言都是学习的过程，
尤其是这些证明和信件，是留给烈士家属的念
想和寄托，是怀着敬畏之心在修复的。”

该校人文学院院长夏柯介绍说，“我为烈
士修遗物”活动还在进行中，开展这个暑期社
会实践活动的目的也是希望同学们利用专业
所学，在修复过程中读懂红色故事，体悟红色
精神。“接下来，我们也会为这些红色档案举办
修复展，让这些红色档案和背后的故事代代相
传。”

这个团队还要举办红色档案修复展C

这所大学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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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宁大“阿拉蕾”团队拿下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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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烈士修遗物！
宁波高校大学生做的这件事，了不起

同学们在修复烈士遗物同学们在修复烈士遗物。。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高校学子助力农产品销售。通讯员供图

按照文物标准进行修复B

烈士证寄托七旬老人无限哀思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