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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甬派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徐莹）7月3日，一
群一年级小学生走进了海曙区石
碶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大门，他们曾
经在这里度过三年美好时光，如今
循着记忆的轨迹，重返这片成长的
摇篮，与老师们、学弟学妹们共同
谱写了一曲温馨的重逢乐章。

“时光之旅”环节拉开了本次
“回归日”活动的序幕。在老师的
带领下，回归的孩子们一同观看
了昔日幼儿园生活的视频。屏幕
上，那些在滑梯上绽放的欢笑、在
积木堆里搭建的梦想、在午睡床
边轻哼的童谣，一一重现，瞬间把
大家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幼儿园时
光。随后，“园长妈妈”走上台，她
热情地欢迎孩子们的回归，细数
着孩子们当年的趣事，也为他们
如今的成长感到欣慰，言语间满
是浓浓的关爱。

随后，“再遇之礼”游园环节让
现场热闹起来。孩子们来到陶艺
DIY区，亲手揉捏着陶泥，仿佛回
到了当年在幼儿园里探索陶艺奥
秘的日子；有的孩子则在木工手作

区大展身手，锯木、打磨，专注的神
情里透着成长的模样；扎染艺术、
纸艺创作等区域也充满了欢声笑
语。孩子们在熟悉的氛围中尽情享
受着创作的乐趣，也让老师们欣喜
地发现，他们褪去了当年的稚气，
多了几分从容与专注。

“童言稚语”环节更是充满了
童真与感动。五名大班的弟弟妹妹
与五名回归的哥哥姐姐围坐在一
起，开启了一场有趣的对话。“哥
哥，你还记得当年在种植园埋下的
时光胶囊吗？”“姐姐，小学的课堂
和幼儿园一样有趣吗？”孩子们稚
嫩的话语中满是好奇与向往，而回
归的孩子们也耐心地分享着自己

的小学生活，讲述着成长的点点滴
滴。

午后的阳光格外明媚，“清凉
一夏”环节让整个幼儿园变成了欢
乐的海洋。上届毕业生们和大班的
孩子们分组展开激烈的水枪大战。
水花在空中划出美丽的弧线，孩子
们追逐嬉戏，一张张笑脸在阳光下
格外灿烂。

园长叶艳英表示：这次“回归
日”活动，不仅是一场重逢的邀约，
更是一次时光的巡礼。散落的回忆
被重新串成珍珠，成长的喜悦在熟
悉的滑梯上再次闪光。相信这段温
暖的记忆，会成为孩子们成长路上
珍贵的宝藏。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马
亭亭 通讯员 翁微微）7月2日，宁波
市2025年思政一体化“真理的味道·
阿拉讲故事”品牌建设暨德育工作能
力提升专题研训活动在慈溪市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南校区举行，全市200余名
中小学德育专家、教研员、名师工作室
成员、德育负责人，以及一线班主任
等，齐聚一堂，共同研讨。

本次活动聚焦实践与创新，通过
特色汇报、课例展示、专家报告和微论
坛等形式展开，旨在深化德育品牌内
涵，提升育人实效。

在引人入胜的课例展示环节，慈
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教师黄伊莎带
来了一堂《青瓷流韵，薪火相传》主题
班会。她巧妙地将地方特色青瓷文化
融入思政教育，“同学们看，这团陶泥
需经72道工序才能成器。”在生动的讲
述中，学生们通过小组合作、技艺探讨
和动手体验，深刻感受了“阿拉慈溪”
青瓷文化的魅力与匠心传承。

专家讲座环节，浙江省特级教师、
正高级教师、桐乡三中教师朱永春以
《班主任工作的底层逻辑与创新突破》
为题，结合自身经历，强调“育人教书”
与个性化关怀的重要性。《中小学德
育》编辑部副主任毛伟娜带来了讲座
《教师德育研究与成果表达》，指导德
育论文的选题、研究与撰写技巧，为一
线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切实帮助。

微论坛环节则围绕导航式德育、
责任养成、家校社协同共育、德育成果
推广等热点议题，多位分享者带来了
前沿理念与实践案例，有效拓宽与会
者的德育视野。

据了解，本次研训是宁波市教育
局教研室深化“真理的味道”大思政工
程、构建“四明传习”育人生态的系列
举措之一，旨在通过专题研讨提升全
市中小学校德育工作能力。接下来，全
市各中小学将继续深挖区域文化特色
资源，着力打造更具辨识度与影响力
的“阿拉讲故事”德育品牌，让思政教
育更接地气、更具活力。

“我以为这张全家福只能这样了，没想到这些学生用

电脑点一点，就把照片‘复活’了！”“AI技术太神奇了，连

我女儿小时候扎的红头绳都修得这么鲜艳！”7月4日，

鄞州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四楼活动室不时传出惊叹声与

感谢声，现场温情满满。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携手划

船社区党委在此开启“时光守护者”社区关爱项目，用AI

技术为承载岁月记忆的老照片“焕新”，也让科技的温度

弥漫在社区的每个角落。

一年级小学生
重回幼儿园

《青瓷流韵，薪火相传》课例展示
现场。

共探中小学思政品牌建设
德育工作者慈溪“充电”

让老照片“焕新”

“这张照片是我和老伴年轻时
的合照，本来以为修不好了，没想
到现在色彩比原来还鲜艳！现在科
技太先进了，感谢这群学生帮我圆
梦。”现场体验服务的方奶奶激动
地说。

从黑白变成彩色，从一寸照变
成六寸照，空军退役老兵王爷爷接
过修复后的战友合照，激动地说：

“当年打仗条件艰苦，这是我们几
个战友留下的合照。这么多年过
去，照片都褪色了，战友的脸都有

些模糊了。照片修复后，老战友们
仿佛又‘站’在了我面前！现在科技
太了不起了！”

此次“AI志愿行”暨结对仪式，
不仅是古林职高学子将专业技能
转化为社会服务的生动实践，也是
划船社区深化为老人服务、拥抱智
能时代的创新探索。古林职高团委
书记陈文灏说：“此次合作是学校
发挥党建带团建的优势，利用专业
特长，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
展的具体举措。学生们在服务中提

升技能、回馈社会；社区获得专业、
贴心的服务，实现双向赋能、共同
成长。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双方
进一步加强校社协同，共建教联
体。”

社区工作人员对活动给予了
高度评价：“古林职高的师生们用
青春的热情和前沿的技术，真正温
暖了我们社区老人的心。‘时光守
护者’项目非常有意义，期待未来
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合作
落地生根。”

泛黄的边角、模糊的面容，很
多老人收藏着不少老照片，它们承
载着流逝的岁月。如何让老照片鲜
亮起来？人工智能技术能否成为唤
醒回忆的“魔法钥匙”？活动当天，
不少老年居民小心翼翼地从老相
册、旧信封里取出照片，眼神中有
期待也有疑惑。

项目发起人、古林职高小青团
融媒体中心负责人邢殿威老师简
明扼要地道明了来意：“我们希望

通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AI技术，
为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朋友，提供
实实在在的帮助。”随后，古林职高
的学生志愿者化身“AI科普小讲
师”，为在场的社区居民带来了一
场生动有趣的“认识身边的人工智
能”科普讲座。同学们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和生活化的例子，揭开了人
工智能技术的神秘面纱，消除了老
年朋友对“高科技”的距离感。同学
们还分享了识别和防范AI诈骗的

实用小技巧，如“涉及转账必核实
身份”“陌生链接不轻易点”等，帮
助老年居民筑牢反诈“防火墙”。

活动的高潮当属“时光守护：
AI照片修复现场服务”环节。志愿
者们接过居民手中边角残缺、色彩
黯淡的老照片，熟练运用AI图像
修复技术，借助专业软件进行数字
化修复、上色。当打印机缓缓输出
修复后的照片，老人们捧着清晰的
老照片，惊喜之情溢于言表。

高中生进社区，化身“AI科普小讲师”

老照片“靓”了，老年人笑了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虞杰
老人开心展示修复后的老照片。

职高生进社区带来惊喜连连

少了些稚气
多了份专注

老师们为小学生颁发“回归日”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