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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宁波财经学院的食
堂里，一场热气腾腾的“长桌宴”正
等待开席。色泽鲜艳西红柿炒鸡
蛋，清脆爽口清炒土豆丝，汤鲜味美
的萝卜炖肉……一道道精心准备的
佳肴散发出诱人的香气，令人垂涎
欲滴。这些菜肴不仅色香味俱佳，
而且从食材种植到菜肴烹饪全部出
自学生之手。

“今年‘勤园’大丰收，我们学生
种植的瓜果蔬菜都是无公害绿色食
品。”宁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党
委副书记陈剑带着学生们捧着从该
校劳动教育基地“勤园”挖出来的萝
卜，脸上洋溢着笑容，“这些蔬菜，不
仅是我们餐桌上的美味，更是学生
们汗水与智慧的结晶。”

起锅、下菜、颠勺……大三学生
黄振系上围裙，戴上厨师帽，俨然一
副专业厨师的派头，在食堂厨师的
指导下，一盆色香味俱全的西红柿
炒鸡蛋新鲜出炉。

宁财院大二学生盛于灿说：“这
学期我参与到了‘勤园’的劳作，种
苗、浇水、除草一样都没落下。能品
尝到自己劳动的蔬菜，真切体验到
劳动带来的甜蜜回馈，我感到非常
满足。”

大三学生张锴则表示：“这次下
厨的经历让我学会了感恩父母。以
前从来没有为家人做过一顿饭，现
在我会更加珍惜这样的机会，今后
多为父母承担一些家务。”

“我们积极探索开展劳动教育
的有效途径，将劳动教育融入立德
树人、融入课程体系、融入日常生
活。充分利用校内外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将课程知识、地方特色、学生
动手能力和劳动实践紧密结合，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陈
剑说，特别是校内“勤园”劳动基地，
它不仅是一个绿意盎然的小菜园，
更是一个承载着深厚德育意义的思
政教育载体。学校将继续深化劳动
教育改革，不断创新教育方法和手
段，努力培养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倪晨晨 燕珊 顾云龙

虽然早就拆村建居，但很多
村里的邻居们，特别是老年人，有
事了仍然喜欢找吴亚伟。

“12月30日接王晓芬出院”
“帮王小凤联系水管工”……在吴
亚伟随身携带的记录本上，密密
麻麻地记录着社区里的大小事。
吴亚伟告诉记者，这样的本子她
已经换了20本。

社区老人郑悦明，因为年事
已高，行动不便。每次生病住院，
都是吴亚伟忙前忙后，像亲生女
儿一样照顾她。

有一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
郑悦明老人又因病住院了。吴亚
伟得知消息后，顶着风雪赶到了

医院，为老人带来了热腾腾的饭
菜。她还经常到医院陪伴老人，
直到老人康复出院。

王小凤是社区里的独居老
人，平时家里总是乱糟糟的。吴
亚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主
动提出帮老人整理家务，还教会
了老人一些简单的收纳方法。在
她的帮助下，王小凤的家变得井
井有条，老人也学会了如何保持
家里的整洁。现在，每当有人夸
赞他的家干净整齐时，王小凤总
是自豪地说：“这多亏了社区的

‘共享女儿’吴亚伟啊！”
吴亚伟家对面住着85岁的

叶奶奶。由于叶奶奶常年独居，

很多事情都找吴亚伟帮忙，经常
可以听到叶奶奶在对面喊：“囡
囡，我这个有线电视怎么开？电
煤气灶怎么又没电了？”吴亚伟总
是第一时间跑向隔壁，不厌其烦
地一遍遍教叶奶奶操作方法。

就是这种不是儿女，却胜过
儿女的付出与照料，让她成为
居民口中的“共享儿女”，有些
老人见到她，还会亲切地称她
为“囡囡”。

“我会继续奉献社区，成为老
人们的‘小棉袄’。”吴亚伟这样
承诺。

记者 林伟
通达员 庄涵予 虞玲娜

肢体残疾的她
是邻居们的“共享女儿”

1月6日，和往常一样，吴亚伟又
到马红英家里去“督工”，盯着马红英
和其他“老伙伴”编凉帽。其间，她还
接到居民王明冲的电话，匆匆赶去
“修理”了他家的洗衣机。“也没啥毛
病，就是他把按键搞错了。”回来后，
吴亚伟笑着和伙伴们说。

事实上，今年 65 岁的吴亚伟身
患三级肢体残疾。年轻的时候，她
是村里有名的“热心肠”。然而，
1984 年，她在村办企业工作时不慎
受伤，导致肢体残疾。那时，村民们
纷纷带着水果和牛奶前去探望。在
大家的关爱和支持下，身体上的困
难不仅没有将她击倒，反而激发了
她不屈的信念。

“生活给予我考验，我不仅要迈
过这些坎，还要让自己活得更有意
义、更有价值。”吴亚伟说。

海曙区段塘街道丽园社区以
拆迁安置小区为主，无业和退休
妇女占比高达15%。平日，闲不
住的吴亚伟没事就会去社区帮
忙。也就是在此期间，吴亚伟发
现，社区里40岁左右的求职妇女
偏多，但劳动技能单一，年龄偏
大，找工作难度大。正好吴亚伟
有一些资源，可以承接简单易做
的项目，比如手工装配、包装产
品、家政服务、凉帽制作等。

于是，吴亚伟带着几位社区
里的好姐妹开启了“再就业”之
路，办公地点就在吴亚伟母亲家

中。每天，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学
习编织凉帽，并唠唠社区里的大
小事。“那时候刚起步，做的凉帽
比较少，大概每周做20个，收益
每年不到1万元。”吴亚伟说。

那时的她52岁，满身干劲，
起早贪黑，一方面与社区共建联
建单位加强沟通，争取增加业务，
另一方面为居民们发放材料，并
亲自教她们编制技艺。“凉帽编织
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都很灵活，可
自行选择工作场所或工作时间。”
吴亚伟说，这样一来，既方便居民
照顾家庭、孩子，又有一份稳定的

收入，吸引了社区里越来越多的
女性加入其中。

如今，凉帽队已经有成员10
余人，团队也发展为“丽园木兰共
富工坊”，拥有了专属的工作地
点。成立13年来，在吴亚伟带领
下，共富工坊帮助很多居民实现
了自我价值。“现在我们每年能做
凉帽3000个，能给每个人增加年
收入3000元！”

由于左手不便，她没法编制
草帽。“有时候我也会想，如果没
有残疾的话，就更有能力去帮助
居民了。”吴亚伟有点遗憾地说。

她是共富带头人

她也是“共享女儿”

大学生自办“长桌宴”
迎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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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桌宴”上，大家举杯共庆。
通讯员供图

吴亚伟一边吴亚伟一边““督工督工””，，一边和老邻居话家常一边和老邻居话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