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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2021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候选名单
24.寿斌杰

筑梦职教 心系非遗
寿斌杰是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教师，也是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硖石灯彩）嘉兴市级代表性传

承人。扎根教育一线20多年来，他致力于中职工艺

美术专业教学，创办硖石灯彩传承教学基地，依托基

地组织开展进校园、进社区等公益传承活动。10余年

来，他共组织活动50余次，让3000余名中外学生受

益。他十年如一日传播硖石灯彩文化，用辛勤阐释

“工匠精神”。

作者：邹红宇 《浙江教育报》2021 年 10 月 1 日

第2版

25.王 印

带领学生走进科学天地
一支水火箭，让安吉蓝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科

学教师王印成为“网红”，他和学生的科学制作出现在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王印从事小学科学教育多

年，倡导学生用常见材料进行制作，感受身边的科学。

他开设以“太空探索和人类文明”为主题的校本课程，

是全校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为普及科学教育，他还

开设视频号，记录日常水火箭的制作和实验视频，为全

国各地对水火箭和航天感兴趣的少年儿童答疑解惑。

作者：金 竹 《浙江教育报》2021年10月13日第4版

26.顾海林

26次远赴新疆家访的“浙江爸爸”
10年前，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教师顾海

林成为首批内地新疆中职班的班主任。面对远离家

乡的新疆生，他倾心付出，悉心照顾。“随叫随到”的他

成为新疆孩子的“浙江爸爸”，成为学生家庭值得信赖

和托付的人。暑假里，他26次送学生返疆，并开展家

访了解学生成长所需。他改善面向新疆学生的教育

教学，成立石榴籽工作室，促进“民族一家亲”。

作者：汪 恒 《浙江教育报》2021年10月18日第1版

27.朱绍邦

继承父祖之志坚守家乡教育
朱绍邦，金华市第六中学副校长。他的高祖父朱

祚祥（清朝秀才）、曾祖父朱汝恒（浙江省立临时联合师

范学校毕业）、祖父朱德涵（国立英士大学毕业）、父亲

朱明（曾任职于金华市金东区教育体育局）均热心农村

教育，积极办学。整个朱氏家族五代人坚守教育岗位，

名闻乡里。朱绍邦继承父祖遗志，潜心高中化学教育，

为家乡学子实现梦想倾注心血。朱绍邦和家人入选全

国首批教育世家。

作者：池沙洲 《浙江教育报》2021年10月22日

第3版

28.楼敬花

爱与智慧，成就每一朵自信的花儿
楼敬花是义乌市实验小学120余名班主任的引领

者。她相信“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努力发现学生一点

一滴的进步，放大他们的每一个优点。其他教师不愿

接手的“问题学生”，在楼敬花这里焕发了成长活力。

楼敬花善于把琐碎的班主任工作变得高效又妥帖，评

价奖励系统贯穿6年，班上人人都有岗位，家长会上“书

信传情”。在她的身体力行下，学生有了更大的成长舞

台，家长也放下焦虑，感受到子女的细微成长。

作者：汪 恒 《浙江教育报》2021年11月3日第1版

29.商珊珊

3年内获得两项国家专利
商珊珊，嵊州市剡溪小学教师，两项国家专利获

得者。“一种多面拖把”拖把头采用三棱柱设计，拖把

布的各个局部得到轮流使用；“一种温致变色教具”，

用热致变色示温涂料，使热传导实验变得可视化、易

操作。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麻烦时，想到的是用自

己的知识去解决问题，顺便申请国家专利。她用创新

能力反哺学科教学，在任教4个班科学课之余，指导学

校科学社团，带队比赛。商珊珊指导的科学情景剧

《动物大会之大显身手》获全国科学表演大赛一等奖。

作者：池沙洲 《浙江教育报》2021年11月5日第3版

30.徐 斌

一言一行诠释爱的力量
徐斌是舟山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从事特殊教

育事业33年来，他悉心照料学生的生活起居，耐心指导

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尽自己所能挖掘学生的潜能。他

带头组织“爱益行”送教团队，定期到学生家里进行专

业辅导。送教团队成立7年来，徐斌把足迹印在舟山各

个县区，印在许多偏僻的小岛上，他为学生们撑起一片

蓝天，用一言一行演绎着对特殊教育的理解与责任。

徐斌以敬业奉献入选2021年10月“中国好人”。

作者：邹红宇 《浙江教育报》2021年12月20日

第4版

31.王海稳

拥抱山海 不负青春
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有个流传

已久的说法——研究生们无论基础好坏，院长王海稳

都能带，在他“滴水穿石式的培养”中都能获得稳定成

长和发展。前往安吉挂职时，王海稳反思研究生思政

教育培养中的得失，推行人才培养改革，指导研究生们

从“踏上”土地起就接受实践教育，在锻炼学习中“成功

练级”，并“学得真本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作者：程振伟 《浙江教育报》2021年12月27日

第3版

1.胡海霞

留守乡村的城市女教师
支教3年期满，宁波市实验小学胡海霞本可以回城，

但她选择继续做“乡村女教师”。在宁波市集士港镇广

德湖小学交流的3年里，胡海霞不断调整教学计划和教

学行为，加强与农村学生的互动，引导学生“表达自我”，

组建QQ群督促、指导学生。她构建中心备课组，让年轻

教师受益匪浅。胡海霞获浙江省十佳智慧班主任、宁波

市小学语文教坛新秀等荣誉。她决定留在农村，探索更

多适合乡村的教学方法。

作者：俞素梅 王 芳 《浙江教育报》2021 年 1 月

22日第3版

2.钱 珊

最美辅导员温暖陪伴学生成长
受到读书时辅导员的影响，2009年，钱珊成为杭州

师范大学的辅导员。10多年来，她创新载体、方法，真正

做学生的“引路人”，发起“餐会有约”，通过餐桌上为学

生释疑解惑来贴近他们，并记录下10万余字的餐会日

记。她建立起推动师生、生生和家校互动的“e外”App，

成立直播工作室，用大学生喜欢的方式即时交流年轻人

关心的话题，并入选2020年“最美高校辅导员”。

作者：徐佩云 等 《浙江教育报》2021年2月1日第3版

3.马鑫飞

用一个村庄的力量来培养孩子
2019年8月，85后的马鑫飞到缙云县章村小学担任

校长，面对这个只有124名学生，其中90%是留守儿童

的学校，他身体力行地推动改革。和教师、学生一起动

手改造校园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拆

除学校与村庄之间的“墙”，让学校与家长、村民有更多

互动，开发和研究乡土教材，践行“用一个村庄的力量来

养育一个孩子”的理念。在他感召下，过去一年学校没

有一个教师提交“进城”的申请。

作者：朱 丹 《浙江教育报》2021年3月26日第3版

4.黄沚青

守住中华传统文化根脉
针对主讲的古代汉语等课程，浙江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副教授黄沚青撰写了近20万字的教学设计；在求

职考研等人生方向选择上，她是如师如母如友的存在；

她怀着赤子之心守护文化经脉，研究明清闽南方言，整

理校录大量方言文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敦

煌残卷缀合总集”项目；她打造两项省一流课程，参与

建设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带领学生搜

集保护珍贵民间文书5万余件；她编写《国学读本》，走

进中小学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21年，黄沚青成

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作者：柴灵静 《浙江教育报》2021年5月17日第3版

5.李秦川

服务地方 征途漫漫
凭借对并联机器人机构学的深入研究，浙江理工大学

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院长李秦川成为浙理工自主培养的首

位“杰青”。他加入省“机器换人”服务指导专家组，省“十二

五”“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咨询专家组，为推动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技术转型升级积极献计献策。作为学院院长，他

将涉及学院建设的108项公益事务纳入清单，对参与者进

行计分考核，带领班子开起“师生餐叙会”。李秦川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范称号。

作者：石丛珊 《浙江教育报》2021年5月31日第3版

6.黄 欣

十几年课程研发之路慢工出细活
黄欣，衢州市柯城区新华小学副校长、校本课程“创

意与玩艺”负责人。该课程融拓展性、实践性、综合性于

一体，其中该校托管校区——下村小学作基地的一系列

乡土课程，包括依托7棵老桑树开展的“叒桑课程”，可实

时检测土壤湿度、温度、pH值的STEAM农业等课程，

以及主校区以“创玩”为特色的环保工艺品课程体系等，

获浙江省政府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国家基础教育成果

二等奖等重要荣誉。

作者：池沙洲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4日第4版

7.张黎明

10年为学生煮5万个鸡蛋
常山县紫港中学校教师张黎明坚持10年，为学生煮

蛋超过5万个，被学生称为“煮蛋老师”。一颗颗蛋架起了

学生和教师之间的“连心桥”。煮鸡蛋有秘诀，教书亦如

此，张黎明创设问题情景，激发起体育生的学习热情。在

他退休后，学校教师接过爱心接力棒。在衢州市同类学

校中，紫港中学本科上线人数是最多的，校长说：“这些成

绩离不开‘煮蛋老师’的辛苦付出和暖心陪伴。”

作者：梅玲玲 钱洁瑗 等 《浙江日报》2021年6月

10日第8版

8.李跃亮

用艺术点亮共同富裕路
从濒临消失的“空心村”，到如今声名鹊起的“画家

村”，沿坑岭头村每年吸引画家、高校艺术生、游客近3万

人次，全村年增收300余万元。有人说，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副教授、油画家李跃亮“用一支画笔改变了一个村”，作

为沿坑岭头村农村工作指导员兼村第一书记，李跃亮践

行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探索打造美术馆、开设民宿、设计

农产品包装等服务项目，用画笔为乡村描绘发展新蓝

图。李跃亮因此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浙江省劳动模

范称号。

作者：胡梦甜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11日第2版

9.黄坚钦

“小”果子撬动“大”产业
黄坚钦是我国知名的“山核桃教授”，现为浙江农林

大学省部共建亚热带森林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林学学科负责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党旗飘扬

在科技服务中，为农民致富增收提供重要科技支撑，他

和团队一干就是30多年。截至目前，黄坚钦和团队推广

的技术累计新增造林面积121.5万亩，新增干果产量9.6

万吨，增加产值57.7亿元，大大推进了山核桃、香榧等南

方特色干果树种栽培良种化进程。2021年，黄坚钦获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并赴京接受表彰。

作者：陈胜伟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30日第3版

10.梁碧波

用镜头述说中国力量
从业30年，梁碧波坚持用镜头说话，用脚步丈量，记

录中国社会变迁。作为浙江传媒学院电视艺术学院影

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授，他指导青年教师和优秀学生进

行重大项目实践，开设纪录片导演班，培养新时代传媒

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以艺抗疫，除夕夜起，发动

师生党员联合短视频平台制作了《疫战》系列微纪录片，

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呐喊助威。作为党支部书记，梁

碧波还带头探索课程思政，将祖国发展见闻穿插到课堂

的讲授中。

作者：金 澜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30日第3版

11.曹澥宏

争做新时代“领航员”
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曹澥宏潜心

科研，是省“151人才”第一层次培养人员、省“钱江学者”

特聘教授。科研之外，作为学院党委委员、高分子材料研

究所教工党支部副书记，曹澥宏积极推动活动开展，发挥

年轻党员“党建强、事业强”的引领作用；参与学科和专业

建设，邀请专家来校讲学，促成思想碰撞，鼓励学生参与

学术交流，开阔学术视野。曹澥宏用自身行动诠释了一

个“处处有科研，时时在生活”的青年科学家形象。

作者：汪 恒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30日第3版

12.黄 维

接过“组团式”教育援藏的接力棒
黄维是嘉兴市第四高级中学教师，也是省优秀共产

党员、省劳动模范、西藏自治区“最美援藏教师”。2018

年，响应号召，他努力克服家人生病等突发情况，踏上援

藏的征程。在西藏拉萨那曲高级中学，他把“浙江经验”

运用到教学中，因地制宜改进教学计划，积极推进学校

青年教师队伍建设。黄维和他所在的团队以傲人的成

绩得到了受援学校和师生的交口称赞，也得到西藏自治

区和浙江省两地领导的高度肯定。

作者：邹红宇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30日第4版

13.钟华燕

让山里的孩子舞出梦想
为了让孩子能够走出大山，开阔眼界，2011年，云和

县第三中学体育教师钟华燕组建了“云之梦”健美操

队。10年来，她带领健美操队的孩子们取得优异成绩，

部分队员通过健美操特长考入大学。她无微不至地关

心学生生活，帮助患癌学生筹集30多万元善款，让离异

家庭学生重拾生活希望。钟华燕先后荣获全国模范教

师、中国好畲娘、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万名好

党员”、浙江省巾帼健身英雄等荣誉。

作者：杨 倩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30日第4版

14.钟昌典

为畲乡孩子撑起美好天空
钟昌典是苍南县凤阳畲族乡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及凤阳公办幼儿园园长，扎根山村27个年，他克服各种

办学难题，不断提升学校硬件设施，让学校成为畲乡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部分家庭交不起学费，他总是第一时

间家访并垫付学费，27年来挽回失学儿童300多名，学

校没有一个孩子因贫困而辍学。当组织决定调钟昌典

到一所城区学校任教，可他却不肯离开。他说，只要还

有一个孩子，自己就会坚守下去。

作者：朱 丹 《浙江教育报》2021年6月30日第4版

15.叶小红

看见“特需”儿童的光
作为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团第一幼儿园园长，

15年来，叶小红始终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并无条件

接纳他们入园就读。她牵头组建团队，与“特需”儿童家

长对接，开展持续个案干预。她虽然明白，普通幼儿园

不具备特殊教育的师资力量及课程资源，但她仍然“能

帮一个是一个”。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与师范

生加入叶小红的普特融合实践团队，让更多有特殊需求

的幼儿得到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作者：朱 丹 《浙江教育报》2021年8月27日第3版

16.叶海辉

为海岛体育聚魂擎火
从军人到教师再到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玉环市坎门

海都小学教师叶海辉是玉环的一张“教育名片”。他创

新教育方式，更新教育理念，整理和创编了各类体育游

戏近2000例，自制80种4200多件体育器材，8项器材

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疫情暴发后，他尝试开展线上体

育教学，完成了30多节“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指南”微

课，相关视频登上“学习强国”平台。叶海辉先后获得国

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国唯一入选的中小学体育教

师）、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

作者：江 晨 《浙江教育报》2021年9月10日第1版

17.张沁丛

特教领域祖孙三代演绎传奇
张沁丛，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她的爷爷

张忠铭、奶奶黄灿霞，抗日战争期间创办浙南第一

所聋哑学校——温州市聋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

又创办了乐清市特殊教育学校。她的两位姑姑，以

及妈妈陈湖湖都在该校任教。2002年，面临高考

的张沁丛满足了爷爷去世前留下的遗愿，浪费几十

分，填报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她家祖孙三代

从事特教事业，帮助家乡的聋哑人从痛苦和愚昧中

解脱。其夫陈正豪也受妻家影响，从一名优秀的电

子工程师转行从教。张沁丛和家人入选全国首批

教育世家。

作者：池沙洲 《浙江教育报》2021年9月10

日第3版

18.胡 盛

为特殊孩子“画”出多彩人生
一来到龙游县泽雅学校这所培智学校，胡盛

就知道自己“走不了了”。想为特殊教育做点什么

的念头催使他放弃了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这

里的特殊孩子们打成了一片。一起吃饭、一起画

画、一起玩耍，胡盛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教师；孩

子们也争相当他笔下的模特、绘本里的主角，甚至

为了让胡盛“画自己”，他们努力在生活和学习上

表现得更好，争当胡盛的小帮手，还涌现出了不少

艺术领域的“好苗子”。

作者：舒玲玲 《浙江教育报》2021年9月13

日第1版

19.李军志

把科学的种子播撒在农村
大学毕业后，李军志选择反哺家乡，成为三门

县浦坝港镇小雄初级中学的一名科学教师。从教

10余年，同事们一个个调走，他却从未想过要离

开；他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乡村孩子的身上，因材施

教，自费购买制作实验器材，让科学实验变得更加

“生活化”；他走出校门，承担市、县级公开课，在学

生中播撒科学的种子。李军志获台州市教学大比

武一等奖、台州市教学能手等荣誉，并入选教育部

2021年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作者：张 磊 张 怡 掌上三门客户端2021

年9月15日

20.张 帆

跨越山海的教育情
2019年3月，杭州市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副校长张帆受命前往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中

等职业学校，为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贡献力量。

在台江职校的2年多里，学校硬件设施翻新、扩

建，校园建筑面积翻倍扩大；当地教师有机会感受

杭州教学氛围，大大提升了个人的专业水平；学生

们受益于张帆倡导的“陪伴教育”，在获得温暖的

同时也树立起对学校的认同感。

作者：江 晨 《浙江教育报》2021年9月17日

第1版

21.刘文斐

17年坚守，带领农民走上致富路
从一所小学调到宁海县一市镇成人中等文化

技术学校开始，刘文斐就和土地、海塘、农民紧紧

联结在了一起。在他的努力下，总人口只有2.3万

人的一市镇，近5年来逾万人次参加了成校组织

的各类实用技术培训，其中1200多人获得技能等

级证书，这批人迅速带动了一市镇的种养殖业，使

得白枇杷、东魁杨梅、有机青蟹等农产品声名远

扬。5年来，全镇杨梅种植面积扩大到5000余亩，

年产值达2500万元，产业链延伸增效20%。

作者：林 靖 田荣华 《浙江教育报》2021年

9月17日第2版

22.陈立新

让科技之花在乡野绚丽绽放
51岁的陈立新，从事科技辅导、综合实践、劳

动教育等相关工作已有21年。在发现科技教育参

赛获奖农村孩子较少后，他萌生了到乡村实现科技

教育梦的想法。2015年，陈立新交流到瑞安市仙

降江溪小学。在他的带动下，学校成长为温州市科

普教育特色学校，两次获评温州市青少年科技活动

先进集体，多名教师被评为瑞安市科技优秀辅导

员。交流返回瑞安市实验小学后，陈立新成立名师

工作室，开发相关课程。2021年，陈立新再度请缨

到瑞安市塘下镇罗凤第三小学支教。

作者：金 澜 《浙江教育报》2021年9月24日

第1版

23.金伟建

这个校园女足教练不简单
从1997年建起丽水首支校园女子足球队以

来，丽水市莲都区处州中学体育教师金伟建带出

一匹匹“黑马”：20多名队员被输送到浙江省队，

队员孙琦、梅璟艳、占林飞入选国青或国少队。他

所带的足球队，成为浙江省第一支蝉联省校园足

球联赛冠军的队伍。他还物色专业的足球教练，

以培养更多孩子。金伟建先后荣获浙江省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教练员等荣誉。

作者：李 平 《浙江教育报》2021年10月1日

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