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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吕恺

本报讯 暑假即将到来，各位晚报小记者是否有给自

己的假期做规划呢？长达两个月的假期，晚报小记者工

作室给大家布置个别样的作业，那就是参与到2020年度

“温暖回响·我家的小康生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与全省

的小记者同题竞赛，展示处州晚报小记者的风采！

2020年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社会迎

难而上，锐意进取，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

务，浙江正在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生活在浙江、学习在浙江,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

的小记者们见证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进程和巨大

变化。为此，省记协小记者工委推出“温暖回响·我的

小康生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通过小记者的眼和手观

察身边的改变、记录小康生活的温暖故事，展现各个小

家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的暖人暖心故事。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文明办指导，浙江省记

协小记者工委主办，浙江省记协小记者工委会员各单位

参与，活动时间为2020年6月10日至9月15日。

各位参赛的晚报小记者要以“温暖回响·我的小康

生活”为主题，题材体裁不限，可以图文形式，也可以短

视频采访形式，文字不超过 1200 字，短视频不超过 3
分钟。要求主题清晰，内容丰满，有独到的视角和表达

能力，内容积极向上，能挖掘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故

事，充分表现高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给家庭带来的

变化，展现普通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生活的喜人

变化。

特别提醒，小记者作品要求本人创作，严禁抄袭、

代写、代剪，一旦查实取消资格。作品不退稿，请自留

底稿，作品版权归主办单位。

各位晚报小记者，趁着暑假，用发现真善美的眼睛

去观察生活，体验生活，并用文字、视频、图片等形式把

它记录下来，作品完成后可直接发到处州晚报小记者

的邮箱：czwbcyxw@126.com，邮件名称记得备注“小康

生活”，要求附上姓名、学校、班级、联系电话。此次活

动的截稿时间为 9月 15日，届时，晚报小记者工作室将

选出优秀作品参与到全省的评选中，入选者可获得

“2020 浙江省优秀小记者奖”荣誉称号，作品能结集出

书，获奖者还将获得精美样刊一册。

@晚报小记者

想与全省小记者同台竞技吗？
“温暖回响·我家的小康生活”主题作品征集活动等你来参与

□ 记者 吕恺 通讯员 陈娅妮 叶吉颖

本报讯 被誉为“山之巅、峰之源”的莲都

区峰源乡，竹海浩渺，竹涛阵阵。在莲都区囿

山小学峰源校区内的“竹韵博物馆”里，“竹制

创客”的课程老师叶善富正带着孩子们，一起

制作截然不同的竹制工艺品。在打磨机上、钻

孔机中、刻刀下，孩子们在这位老师的带领下

初窥大自然造化万物之美。

叶善富还是孩子们口中亲昵的“保安叔

叔”，一个学校的保安为什么能走上讲台，成为

孩子们的老师呢？叶善富有些“迷糊”，不过校

领导却清醒得很！

“清、雅、劲、节”，是峰源校区的学校精神

文化。多年来，学校因地制宜，以“竹”为载体，

全力打造“竹韵文化”，逐步迈向“小而美，小而

优，有根的乡村学校”。

为此，学校特意从外地聘请竹编师傅教授

孩子们竹编技艺。然而，峰源山高路远，即便

从丽水城区开车出发，一路转弯而上，仍需 90
分钟。当地村民调侃，“不转 333道弯，别想到

峰源。”上课时间不过 1小时，一来一回却要一

整天，竹编师傅没多久便辞职了。

2018年 9月，峰源校区迎来了敢想敢干的

新校长俞琳。在校园景观上，她一手打造了“百

竹园”“竹轩观鱼”“竹轩听音”，还打算“啃”一块

“硬骨头”：请一位新老师，让孩子掌握一门技

艺，给“竹韵文化”注入新活力。没多久她就“碰

壁”了，因为她抛出的橄榄枝没人愿意接。

去年 3月，45岁的叶善富到儿子就读的峰

源校区当保安，这个土生土长的峰源汉子，在

30岁之前，从未离开过这座大山，熟悉村里的

所有人和事，也深谙山林里的每一棵竹子和每

一条路。他动手能力极强——多数竹制工艺品，

看一眼就能照样做出来。

在“竹趣亲子运动会”上，叶善富制作的竹子

器材大大激发了家长和孩子们千姿百态的运动潜

能，赢得阵阵喝彩声。从此叶善富走上讲台，成为

峰源校区的一名临时聘用的教师。

身在山区的孩子，离大自然最近，却并不一定

了解大自然。慢慢地，叶善富开始关注每个孩子

的个性，以此教授他们不同的技艺：色彩感好的孩

子分配给他们涂色任务，动手能力强的孩子交给

他们组装活，擅长刻画的孩子让他们学习多种刻

法……在一声声“叶老师”的称呼中，他的执教之

路越走越从容。

对于叶善富来说，在不惑之年上讲台当老师，

的确是个意外，但对峰源校区而言，这既是“不拘

一格降人才”，亦是“知人善用”，学校需要留得住

的教师，更需要“包容”的决心和魄力。

学校已决定在今年的“最美教师”评选中，要

把这位“叶老师”列入候选人名单中。

他以“竹”为载体，教学生涂色、组装、刻画，初窥造化万物之美

大山里的这位保安老师
让课堂变得栩栩如生

图为叶善富在给孩子们上竹艺课。

来展示你眼里的小康生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