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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记者 徐丽佳 罗沛文 通讯员 黄朝云

在沈家门一小，147位在职教师中女教师有128人，占
比高达87%，同时43个教学班班主任均为女性，这些女教师
们在师德操守、育人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立德树人的使命，用爱滋润学生，用智经营课堂，在教
育教学这条路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

近日，沈家门一小三（5）班正进行着一堂生动的语文
课，虽然《荷花》这堂课江珊珊已经上了有三四遍，但她的
讲课仍然展现出与以往不一样的生动。教室的另一边，年
轻教师庄梅捷正在认真记着课堂笔记。作为学校里的骨
干教师，江珊珊的课堂教学一直是其他年轻教师学习的对
象，慕名听课者络绎不绝。

江珊珊的教龄已有23年，从20岁参加工作开始，就一
直兼任着语文老师和班主任两个角色。工作中，她将教书
育人摆在第一位，将课堂视为教师的生命点，以营造优秀
的班集体文化为目标，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

“在观摩江老师的讲课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她有着极
强的感染力、课堂氛围十分活跃，学生们会更主动积极地
接受课堂知识。”庄梅捷表示，跟着江老师学习了2年之后，
她对于课堂教学有了更深的认识。庄梅捷是学校“青葵
社”的成员，通过这个专门为年轻教师专业成长搭建的平
台，庄梅捷和江珊珊结了对。不仅在课上，课后江珊珊也
常和庄梅捷交流教学经验，尤其在如何发现孩子的不同，
如何因材施教，如何关爱学生等方面，两人常常互相探讨。

“我们‘青葵社’由校内的年轻教师组成，年龄全部在
35岁以下。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微
课题、讲座、培训等各类活动，提升我们的专业技能和教学
能力。”青葵社社长王燕琳说。

不仅关心孩子的学习，沈家门一小的女性教师们更是
充分展现自己的母爱天性，照顾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今
年年初，寒潮天气突然来袭，二（3）班的班主任夏爱敏担心
孩子手握班牌时会着凉，自发钩织了20多个毛线套套在孩
子们的班牌手柄上，让孩子们在使用班牌的过程中更温
暖。

“本来只是给自己班级钩了钩，后来其他班级看到也
喜欢，我就一起给钩了，有时候下课了或者晚上休息的时
候就给他们钩，钩多了也就越来越熟练了，孩子们拿到手
很喜欢，我心里也很开心。”平时，夏爱敏就像妈妈一样照
顾着学生们。

在她的教室里有一个“百宝箱”，里面摆放着她为学生
准备的吹风机、电子温度计、口罩等各种东西。“有时候下
雨天，孩子淋湿了可以用吹风机吹一吹，有什么不舒服也
可以用体温计量一量。”看到孩子的铅笔粗了，夏爱敏也会
帮着削一削。

此外，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和办学条件的日
益优化，学校教育教学理念、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作为我
区规模较大、教育综合实力较强的学校，在落实省政府提
出的协作型教育共同体、“互联网+义务教育”城乡结对帮
扶等工作中，沈家门一小女教师积极参与，如翁飞萍、王颖
君、孙琳、江珊珊、刘优梅、阮璐华等一批市区学科带头人
或名班主任等教学骨干通过新型教学空间授课，或者送教
下乡，还有更多的女老师通过CCtalk线上课堂进行教学，
线上直播时本区学生可同步共享，并辐射到四川省万源市
结对学校，在一课多校共学和优质师资共享的同时，也向
外传递了普陀的精品教育。

初心不改，方显本色。沈家门一小的女教师们用自己
的智慧与汗水，助力文明舟山、幸福普陀建设，用“俯首甘
为孺子牛”的精神，为我区教育事业播种希望。

沈家门第一小学
用心用情护学生成长
以德育人展巾帼风采

□记者 刘珈伶 罗沛文

“姐妹们，注意微笑，笑得灿烂些。注意节奏，气息要
稳。”日前，记者来到文化馆的舞蹈房，夕阳红艺术团的团
员们正在排练迎接党百年诞辰纪念日的舞蹈《蓝图》。

“因为疫情原因，最近没有舞蹈演出，我们就在舞房排
练舞蹈，想以最好的姿态迎接党百年诞辰纪念日，把正能
量传播给老百姓。”夕阳红艺术团副团长虞姝霞说。今年
是夕阳红艺术团创建的第25年，在宣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方面，他们取得较好的成绩。同时，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编
排了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特别在创城期间以小品
的形式表演《垃圾分类》《斑马线前》等，为舟山市创建文明
城市助力，传播受众面广泛，且深入人心。

“我们经常下海岛，到社区、敬老院等各个地方去演
出，传播正能量，看到老百姓们开心地笑，我们也开心。”虞
姝霞告诉记者，这25年以继承、传播、发展民族文化艺术为
宗旨，团队无怨无悔地为全市、区人民群众送戏表演，奔走
于各乡镇、街道社区等，以及省内外的地区，每年参与各类
比赛、展示、演出近80场次。

团队老龄化以及表演单一化是他们发展路上的最大
的阻碍。2016年年初，夕阳红艺术团与海之蓝舞蹈队合
作，通过老队带新队的帮扶带，从管理、平台、演技、资金
上加以充实，并使夕阳红团队的年龄结构得到改变。2020
年，在与海之蓝合作的原有基础上，又增加一支渔港之声
合唱团。通过互利互惠，互相协作，取得合作共赢的理想
成效。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达到理念、思想、目标、服务、方
法的相互统一，使夕阳红的语言、舞蹈、声乐、戏曲等特色
打造得更加坚实。

夕阳红艺术团不仅是业余文艺团队的领跑人，也是我
区重要的社会组织之一。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入驻了普
陀区公共服务中心，这些团员同样也是我区的东海渔嫂，
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禁毒员。

作为一个文艺团队，在禁毒这一块，夕阳红艺术团到
底能做什么？“最开始我们的设想是创编一个小品或者情
景剧，通过这样的方式向市民宣传禁毒，效果可能会更
好。然后我们跟禁毒大队进行了交流，得到了他们的认
可。现在打算开始做起来。”虞姝霞说。

“毒品害人，大家也帮忙宣传下毒品的知识。”3月2日
上午，记者跟随普陀区夕阳红艺术团进超市、社区、商铺，
开展“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宣传教育活动。活动现场，团
员们以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的形式，向市民讲解毒品的
种类、危害及预防等知识，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并倡导大家争做“禁毒宣传员”，动员家人和朋友远
离毒品。

虞姝霞表示，希望通过由点及面的宣传方式，让市民
科普毒品的危害性，让人人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夕阳红艺术团活跃在助力普陀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
在管好小家、引领家庭新风尚、注重家教传承良好家风、关
注弱势群体等方面，不断传递正能量，发挥了夕阳红的余
热作用。

夕阳红艺术团
倾力宣传正能量
唱响时代主旋律

□记者 高阳 罗沛文

西河社区居民委员会共有工作人员13人，其中女性9
人，社区党委书记吕芳芳笑称：“我们社区工作人员超过一
半都是女性，任何工作都是冲在前头，充分体现了‘她’力
量，妇女撑起半边天。”

西河社区是如何做好妇女工作的？吕芳芳介绍，西河
社区设有家长学校、科普馆、居家养老服务站等多个妇女
活动场所，社区党委下设9个党支部，在党组织的引领下，
西河社区妇联立足“党有号召、妇联有行动”，结合自身实
际，将妇女儿童工作作为社区重点工作来抓，倾情打造社
区服务品牌。

组建妇女微家，开展多样活动。“要分清邪教和宗教的
区别，将邪教的危害记在心里……”3月3日下午，西河社区
志愿者傅海虹家里开了一场不一样的茶话会，10余名东海
渔嫂坐在一起，了解邪教的危害，交流、学习邻里和睦的方
法。社区手艺达人还教大家制作布艺花，变废为宝，十余
分钟，成果就占满了两个大花瓶。在轻松的氛围里，大家
一起度过了一个充实而又欢快的下午。

傅海虹是西河社区巾帼志愿者，退休前是西河社区党
委副书记，她身退心不退，依然坚守在妇女工作的一线。
西河社区成立“海虹姐姐妇女微家”，就是为了给东海渔嫂
们提供一个集中学习、交流、活动的阵地。除了美食制作、
插花、建设最美庭院等文化活动，还经常性地组织东海渔
嫂开展家庭教育、婚姻关系的学习，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
育践行主流价值。“妇女微家，这也是居委会妇联组织帮助
辖区广大妇女倾诉心事、畅通妇女诉求渠道、健全服务妇
女方式的一种有益尝试。”傅海虹告诉记者。

说起参加妇女微家活动的心得，渔嫂们一个个有数不
清的夸赞。“自从参加妇女微家活动，我闲暇时间也不打麻
将了，就种种花，和姐妹们一起学习一些新知识，生活非常
充实。”“我在这里学到的知识、政策，回家和身边的朋友也
会宣传，让他们也跟上时代的脚步。”

社区还结合“三八”妇女节、母亲节等节日，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服务社区妇女。在母亲节开展“以花为礼，装
点文明”主题的插花活动，在“七一”前夕开展“我和我的祖
国”诗歌汇，七夕为居民拍摄“文明相伴、爱在七夕”的合
影，国庆节和中秋节之际举办“睦邻同乐中秋夜，幸福共谱
华诞曲”睦邻节活动，重阳佳节开展“暖心重阳 乐享九九”
的趣味活动。

党建引领妇建，家风建设氛围浓。西河社区妇联立足
“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结合自身实际，做到把
“小”的管起来，把中年妇女“乐”起来，将妇女儿童工作作
为社区重点工作来抓，形成了党建带妇建、社区居民齐参
与的创建工作格局。在和馨花园内开辟了红馨港湾党建
阵地，以党建为引领，融入妇建元素，在小区内广泛开展
“最美家庭”评选及“家风家训”征集行动，并将最美家庭风
采、家风家训展示于党建文化墙，推动小区良好家风建
设。和馨花园现入住约540户，最美家庭6户。

同时，利用科普馆的原生资源，将科普工作与妇联工
作进行有机结合。在馆内打造了妇女儿童维权岗、益智
园、妇女手工展示成果墙三个活动项目，馆内收藏了《反家
暴法》《婚姻法》《婚姻与家庭》等一系列书籍供妇女翻阅，
提供亲子活动游戏项目，安装了X-box体感游戏机、VR先进
设备和孔明锁等传统益智玩具，让越来越多的妇女意识到
自己是家庭和睦的根基，从而促进家庭和谐。

架起“连心桥”，创建暖心家园。吕芳芳说，漏水、占用
公共场所、争抢车位等问题在社区时常发生，这时候社区
工作人员就是“润滑剂”。为更好解决居民各类纠纷，西河
社区成立“党建110”工作室，设置了“和谐西河”矛盾纠纷
调解、“文明西河”助力创城等六个志愿服务岗，为居民提
供多元服务，解决噪音扰民、争抢停车位、漏水等多起矛盾
纠纷，得到了居民的认可，赢得了民心。

去年9月，一居民致电社区妇联，反映食品厂小区傅大
姐将一颗铁树种在公共道地，使得道地杂乱无章，给其他居
民出行造成困扰。得知这情况，社区工作人员戴爱琴立刻
上门同傅大姐沟通了解情况，经一番劝解劝说，傅大姐同意
将这颗铁树迁移，并将占用公共区域的洗衣台板一并拆除。

西河社区的“娘子军”以特有的细心与温情，急居民之
所急，想居民人之所想，在点滴中温馨服务，在细微处传达
真情，一个亲切的微笑，一句温暖的问候，将温暖根植到每
个居民的心中，为居民带来片片温馨和欣慰。

西河社区居委会
妇女撑起半边天
魅力西河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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