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报告厅 A06
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在互动环节，钱海军的回答更
是引发了孩子们的共鸣。当被问及
助人的收获时，他眼中闪烁着光芒：

“看到他人的笑脸，那种满足感让我
坚信，传递温暖本身就是生命的最
高价值。”谈到荣誉，他语气坚定：

“这些不是终点，而是激励我继续深
耕专业、回馈社会的起点。劳动的价
值不在岗位大小，而在于能否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

讲座结束，校园里掀起“追星”
热潮。孩子们簇拥着钱海军，争相索

要签名、合影留念。404班的李安琪
同学感慨：“钱老师三十年如一日的
付出，温暖了很多人。他是我们的榜
样！”603班聂岑芷同学也深受触动：

“钱老师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我要
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劳模工匠进校园，是由宁波市教育局、宁波市教育工会联合主办的系列活动。来自美容美发、技术研
发、基层服务等不同领域的劳模工匠陆续走进宁波校园，与学生深入交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
念，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互动环节中，学生们求知若渴，
接连抛出精彩问题。从钢化膜如何
增强屏幕抗冲击性、防偷窥膜为何
能限制可视角度的工作原理，到保
护眼睛的屏幕蓝光贴膜光学结构设
计等，展现出生活中对“膜技术”的
细致洞察与跨界思考。

606班韩均同学则关注环保与

健康：“这些塑料膜对身体有没有影
响？而且塑料很难降解，该怎么办？”
李鹏飞赞许地点头：“这是个非常有
意义的问题！正规的光学薄膜材料
都经过安全检测，正常使用不会危
害健康。不过塑料污染确实是全球
性难题。大家平时使用完的手机膜，
记得做好垃圾分类，让它们得到更

合理的处理。”深入浅出的解答，让
同学们对光学薄膜有了更全面的认
识。

通过与工匠面对面交流，同学
们近距离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魅力，
对光学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
将来成为兼具科学素养与工匠精神
的新时代人才。

“宁波工匠”李鹏飞：

揭秘“膜”法世界

“时代楷模”钱海军：

扎根一线守初心
5月16日，鄞州区姜山镇朝阳小学的校园里，一

场关于坚守与奉献的精神传递正在上演。“时代楷

模”、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以“扎根

一线守初心，劳动铸就中国梦”为主题，向100余名

师生讲述扎根电力服务一线34载的奋斗故事。

□现代金报 | 甬派记者 林桦 樊莹/文 张培坚/摄

5 月 15 日，宁波工匠、宁波激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制造中心总监李鹏飞走进江北区庄桥中心小

学，以“揭秘光的‘膜’法世界”为主题，为70多位师

生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科普课堂。一个小时时间，

李鹏飞将本职工作与光学知识深度融合，在孩子

们心中播撒“匠心种子”，点亮职业梦想。

□现代金报 | 甬派记者 林桦 樊莹

“我个子不高，头发也不多，在
电力行业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钱海
军用这句质朴的开场白，瞬间拉近
了与师生们的距离。

这位被亲切称为“电力110”“电
保姆”的“老电力人”，不仅有着精湛
的电力维修技术，更怀着对人民群
众的深厚感情。自1999年成为社区

电工以来，他累计完成2.5万余次电
力维修服务，结对帮扶100余位困难
老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每修好一
盏灯，就能温暖一个家”的初心。

“曾有人问我，一个毫无关联的
陌生人，一个电话就让你做这做那，
难道没有厌烦过吗？”分享过程中，钱
海军以“将心比心”四个字，道出了坚

守的真谛。他说：“当接到求助电话，
我就想，如果是我家断电，也盼着有
人能快点来帮忙。作为电力维修人
员，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每一个家庭都
能享受到稳定的电力供应。”

也正是这份换位思考的共情，
让钱海军无论何时，只要居民一个
电话，便“火速”奔赴现场。

难道没有厌烦过吗？他用“将心比心”道出坚守的真谛

劳动的价值不在岗位大小，在于能否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深耕光学薄膜领域多年，李鹏
飞从研发专员逐步成长为制造部总
监，在行业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他首创增亮膜不停机接膜技术，
为企业年增产值1500万元；通过技
术攻坚实现国产材料替代、降低能
耗，累计节约成本超2000万元，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工匠精神。

面对五、六年级的小学生，李鹏

飞摒弃晦涩的专业术语，从生活中
的光学现象切入课堂。

“太阳是光源，月亮是光源吗？”
问题一出，70多位学生立刻踊跃抢
答：“不是！”李鹏飞点头肯定：“没
错！月亮本身不发光，我们看到的月
光其实是它反射的光线。”紧接着，
他又抛出渔民叉鱼的生活场景：“渔
民怎样才能叉到鱼？”“要对准鱼的

下方！因为光在水面会发生折射！”
孩子们自信满满的回答，展现出对
光学知识的浓厚兴趣。

随后，李鹏飞深入拆解手机、电
脑、电视等电子设备的构造，揭秘屏
幕光源的奥秘，填补了学生们的知
识盲区。

生动的讲解搭配趣味实例，让原
本抽象的光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他摒弃晦涩的专业术语，从生活现象切入课堂

在“你来我往”的问答中，看到了同学们的洞察力

■背景介绍：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张志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浙江外国语学
院校长、党委副书记张环宙，于5月14
日走上宁波外国语学校（浙江省八一
学校）音乐厅讲台，为宁外师生呈现了
一场“两山”理论在浙江的实践与世界
贡献的精彩宣讲。

此次活动是省委组织部、省委宣
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组织开展的全省
大中小学“新时代变革实践”主题宣讲
巡讲活动，是“真理的味道”大思政课
品牌的重要内容，也是宁波市“四明传
习”大思政课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为什么在浙江率先提出？

张环宙开篇以这个“全国之问”为
引导，生动阐释了浙江作为“两山”理
论的起源地、实践地、样板地的根本原
因，以及“两山”理论的核心理念、精神
实质、发展思路与践行关键。她指出，
正是“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不断激励
浙江人民在流动中找机遇，在逆境中
求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四千精神”。

张环宙以“两山”理论的发源地湖
州安吉县天荒坪镇的余村为例，讲述
了余村在“两山”理论的科学引导下，
痛定思痛，彻底告别“矿山经济”，走上
发展生态经济转型之路的故事。“这充
分说明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
环宙说。

张环宙指出，“两山”理论立足于
浙江省特定阶段和特殊省情，又在中
国特定阶段、特殊国情下不断深化和
发展。这一理论以国际视野为观照，深
刻把握全球生态治理趋势，为破解我
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难题提供了科
学指引。

“大运河杭州段是践行‘两山’理
论的生动实践。”从事大运河等城市滨
水区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张环宙，
与大运河有着深切的牵绊，带领团队
服务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综合整治与
保护开发工程的研究与实践。她指出，
中国大运河与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两
项齐名的国家级工程，大运河杭州段
也是了解杭州的城市密码。如今的大
运河已经成为“人民的运河”“游客的
运河”。

“两山”理论的世界贡献

“两山”理论及其实践不仅为全球
的生态保护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也
让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结合国外部分国家生态治理的案
例，她指出，“两山”理论所蕴含的人类
共同发展和共享理念，对发达国家和
广大发展中国家均具有共同性价值，
对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和美丽世界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宣讲中，张环宙还特别强调了外
语学习在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
用，以此鼓励宁波外国语学校学子，努
力学好外语，积极参与国际交流，通过
多语种翻译、跨文化传播等方式，向世
界介绍浙江的绿色发展、历史文化和
创新成就。讲座结束后，同学们踊跃提
问，张环宙一一做了解答，现场互动气
氛热烈。

浙江外国语学院
校长张环宙：
让世界读懂美丽中国的
“绿色密码”

钱海军和孩子们交流互动钱海军和孩子们交流互动钱海军和孩子们交流互动。。。

李鹏飞在活动现场李鹏飞在活动现场李鹏飞在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