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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丽飞当时是宁波市4名浙江省小学
特级教师之一。她对学生非常好，学生们
也同样爱戴她。因为是住宿制小学，学生
们都很小，老师就承担起了父母的角色。
除了有生活老师照顾外，姚丽飞作为班主
任几乎和孩子们吃睡在一起。甚至，她还
自学了理发，每个月都要为孩子们理发。

当年，姚丽飞就把学生们送给她的一
寸照放在一起，“人工合成”了一张特殊的
毕业照。1996年，这个班级毕业30周年的
同学会上，当看到这张特殊的毕业照时，包
括杨甬英在内的学生们都非常激动。

在姚丽飞80岁生日当天，在学生和女
儿的陪同下，她还乘车几百里，在嵊州找到
了一名失联近50年的学生。这名学生被病
痛折磨很久，已完全不认得人了，但见到姚
老师的那一瞬间，她竟与老师欢喜相拥，热
情地递上了甘蔗。同届学生看到当时的照
片后评论：“看到老同学笑了，我却哭了！”

“当老师很苦，但苦中有乐，乐在其
中。学生是我的财富，是我的快乐。如果
下辈子还能选择，我依旧会当一名教师，一
名对工作问心无愧的教师。”姚丽飞说。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丁雷杰 文/摄

跨越近60年的
10月30日，在海曙区西门街道北郊社区志愿者的帮助下，97岁的李秀兰化

了一个美美的妆，到医院和住院康复3个多月的丈夫杨森之短暂相聚。两位老
人相拥的一幕在甬派、宁波晚报视频号首发后，引来人民网、新华每日电讯等全
国多家媒体的转发，还引发了一段奇妙的缘分。

11月21日，87岁的姚丽飞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了李秀兰家，进行了一场跨
越58年的家访。60年前，风华正茂的姚丽飞是李秀兰女儿杨甬英的班主任兼
语文老师。这次，两位老人开心地拥抱在了一起。

神奇的是，陪伴姚丽飞过来的女儿，就是10月30日为李秀兰化妆的社区志
愿者。

原来，姚丽飞的女儿“沙子”（网名）在
为李秀兰化妆后，看到宁波晚报视频号上
关于李秀兰和杨森之相拥的视频后，就发
给了母亲姚丽飞。姚丽飞又转发到了学
生群里，有一名学生看到后，告诉她里面
的主人公就是她的学生杨甬英的家长。

“我马上就决定，去看看我这位‘老家
长’。”姚丽飞说。

1963年，因为偃月街小学和永丰路小
学合并，姚丽飞来到了永丰路小学，成为了
杨甬英的班主任。永丰路小学是当时宁波
的住宿制机关干部子弟学校。没多久，姚
丽飞生下了女儿“沙子”。学校里有一个托
儿所，每天姚丽飞去上课的时候，就把“沙
子”送去托儿所。

为此，几乎每个学生都抱过“沙子”，三
四岁的她也记住了每个学生的模样和名

字。这一届学生30周年同学会的时候，
“沙子”几乎叫出了每个来参加聚会的学生
的名字。

李秀兰的女儿杨甬英今年已经71岁了，
1966年从永丰路小学毕业。几年后，永丰路
小学停办，师生也被拆分到了其他学校。

在姚丽飞的眼里，杨甬英是一名优秀
的学生，学习成绩好，待人接物也非常大方
得体。“她长得很可爱，同学们给她起了个
绰号叫‘洋娃娃’。”每个周末，姚丽飞还能
见到来接杨甬英回家的李秀兰，两人会在
一起聊几句，说一下杨甬英的表现。

杨甬英同样没有辜负姚丽飞的期望。
她后来考上了浙江大学，并在毕业几年后
回到学校当了老师，后来又成了光电信息
工程学系的教授、博导，科研成果曾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奇妙的缘分：
为李秀兰化妆的，是她女儿小学班主任的女儿

有爱的老师：
80岁生日那天，远赴嵊州找到失联50年的学生

▲姚丽飞(左)和李秀兰在
看杨甬英所在班级的毕业照。

▲毕业照中的杨甬英。

用纤手创造万物，用匠心重
塑自然。纤源坊是潘火街道最早
尝试社区公益创业的组织。纤源
坊工作室2017年在潘火桥社区
成立，7年时间，这已经成了社区
的领航团队，早已从以前的“政府
输血”实现了“自我造血”。

纤源坊工作室成立以来，通
过复刻传统手艺、还原老底子的
味道，先后吸引、帮助了近150名

“失土”妇女、全职“宝妈”、退休赋
闲在家的阿姨以及失独老人找到
社会价值、重塑再就业再出发的
信息和信念，让她们在活动中学
习，在学习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赛
道。

今年65岁的蔡珠佩14岁就
开始接触刺绣，她是最早加入纤源
坊的手艺人。“那时候我做刺绣，养
活了一大家子。”说起自己的手艺，
蔡珠佩一脸自豪。婚后，她跟着丈
夫务农，直到老屋拆迁后，生活才
安逸了很多。潘火桥社区成立纤
源坊工作室后，蔡珠佩“重操旧
业”，把老手艺“捡”了起来。

在纤源坊工作室的带动下，
该社区先后孵化了手艺直播间、
共富工坊、美食制作团队以及传
统手艺工作室等，让有兴趣、有技
术、有手艺的女性愿意走上讲台、
走进直播间、走上街头，开启人生
的另一种模式。

当一群手艺人
碰上青春力量
让居家妇女在家门口“指尖掘金”

11月23日上午，潘火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的周末共享课堂上，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益立方公益学院副院长余志伟和旨诣·社创志愿服
务队的志愿者们带来了生动分享。

这场达人“手”创会，汇聚了潘火桥社区30多名“达人”，她们都是
平时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居家妇女。社区以纤源坊工作室为平台，向
达人们传授市场拓展、客群定位、实操要领等社区公益创业“致富经”。

纤源坊除了深耕传统手艺，
也面临着公益组织的转型。早
期，纤源坊依靠政府购买服务开
展社区活动，有限的项目经费难
以支撑长期运营，这两年纤源坊
一直在积极寻求转型升级。

传统力量碰上青春力量，激
发新活力。通过潘火街道“青春
合伙人”项目，“旨诣·社创志愿服
务队”的加入成为纤源坊的重要
助力。纤源坊在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益立方”公益学院副院长余志
伟的帮助下引入公益创业理念，
聚焦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并重，
搭建起“手艺人+志愿者”团队。
志愿团队通过融入纤源坊，协助
设计创新活动方案，与阿嫂们共
创手工艺产品，优化活动流程，推
动纤源坊向外部市场拓展，实现
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的跨越式
发展。

从一开始的社区全面扶持到
社区+工作室转型过渡，再到现在

的自我拓宽、寻求多方合作，纤源
坊一路探索，一路成长。为了给
辖区内的居民带来了更多的资源
和发展的机会，纤源坊积极拓展

“朋友圈”，为社区参与公益活动
的达人们牵线开展创业活动。

校社联动的模式,为大学生
开辟了一个了解基层民生、参与
社会实践的社会学堂，同时也让
一群学习能力强、充满朝气和干
劲的大学生充实到社区队伍，实
现双向增效。

“在纤源坊发展的第七年，我
们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有了新思
考，对于合作和帮扶有了新定
义。公益组织要发展，除了低头
做好自己的事，更要抬头看新变
化、新趋势。”纤源坊工作室负责
人蔡萍儿说，这股青春力量帮助
纤源坊成功转型，未来可以去帮
助更多的居家妇女，在家门口“圆
梦”。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章媛 胡楚 文/摄

家门口开辟工作室
助力居家妇女“走出去”

青春合伙人助力手工坊
从“输血”到“造血”的蜕变

一个短视频带来的奇妙缘分

纤源坊与旨诣·社创志愿服务队开展公益创业工作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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