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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工匠培育深关注·匠才成长记》系列报道

本报记者周子凝

线上活动如何开展、青年教师怎么快
速成长、课程改革如何推进……近来，王
岗正忙于工作室新一轮成员的培训工作。
受疫情影响，他将培训活动从线下搬到了
线上。

王岗是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
荣誉满满，但他自诩是个“土生土长”的职
技校人。

奋斗于此，成长于此。王岗对于职教这
份事业不仅仅是热爱，他将其看成了生命
中最厚重的一部分。

放弃留杭，回到母校

中考失利，王岗没有如愿考上普高，进
入当时温岭城关职业高级中学（现为温岭
市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机电专业。

1994年毕业季，王岗已经在当地一企
业实习了一段时间并准备转正。当时，他并
没有考虑继续升学，没想到学校的一个电
话改变了他的一生。

“经学校推荐，我有了参加升学考试的
资格。”如今回忆起来，王岗谦虚地用“稀里
糊涂”来形容自己的升学之路，“我的文化
课基础比较薄弱，学校还专门安排了老师
帮助辅导，自己只能加紧训练专业操作技
能，可谓是临时抱佛脚。”

可 喜 的
是，功夫不负
有心人。王岗
考上了浙江机
械工业学校第
一届大专班，
继续学习机电
专业。

1997年夏
天，王岗以优
异 的 成 绩 毕
业，并获得了
省级优秀毕业
生称号。他放
弃了来之不易

的留杭机会，毅然决定回到家乡，回到母
校，做一位立足三尺讲台的职技校老师。

“转眼，已经过去25年了，学校见证了我的
成长蜕变。同时，我也要感谢母校给予我机
会和平台，让我挥洒青春汗水。”

在校期间，王岗为提高个人执教能力，
又参加了专升本考试，于1999年顺利进入
浙江工业大学进修职教师资专业。

本科毕业后，王岗回到了温岭母校任
教，至 2012年一直担任班主任。他是同事
们眼中的“老黄牛”，是学生们心中亦师亦
友的老师。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优秀毕业
生成为台州各地企业的技术骨干和机械行
业的佼佼者。

以爱之名，深耕课堂

初次站上讲台，令王岗印象颇深。
“讲台前，教师的威严、与学生的距离

感以及知识点传授，是每一名老师需要自
我调节的。刚毕业时，我才 22 岁，和学生
的年龄差距不大，紧张感难免存在。”王岗
说，为了上好第一堂课，他在备课上做足
了功夫，不光请有经验的老师进行指导，
还自己将专业知识再三剖析，由浅及深地
进行拆解。

他说，工作头三年，是他个人进步最快
的时间段。

“每个班级甚至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

和知识基础都不一样，在教学过程中，我就
会针对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灵活组织教
材，并多用实物展示的方式进行教学。”王
岗说，在课前，他会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
增删，然后重新组合，使其形成一个由表及
里的教学过程，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掌握，“即使同一门课程，在不同的班级，讲
课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

当班主任的 10 余年里，王岗尽心尽
责，家访过每一位学生，面对面与家长、学
生探讨学校情况和职业规划。“即使学生毕
业了，我还与他们保持联系，有 10余位学
生也成为了职教老师，在职教舞台发光发
热，这令我很欣慰。”

2009 年，已经是学校教务处主任的
他，虽然行政事务繁杂，但他依然坚持带
班。“在行政岗位，也不能忘记下沉到教学
一线工作，更直接地观察到学生需求，对个
人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不懈奋斗，持续发光

勤能补拙是良训，王岗总是如是激励

着自己。
即便行政和教学工作在忙，他始终

会利用周末、寒暑假等空余时间，钻研学
术。“对于一名教师来说，教学工作是重
中之重，如果不提升个人教学素养和教
学水平，就很容易被淘汰。”他说，只有不
停止思考和创新，才能持续保持对专业
的热忱。

教学生涯中，王岗先后主持或参与国
家级、省市级课题 15项，公开发表论文 30
多篇，主编教材8本。他还与企业合作开发
用于机械设计的运动配合装置，共获得了
11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其中一项
成果被中国科学技术学会评为国家科技成
果一等奖。

王岗说，他将继续依托省网络名师工
作室及省教学创新团队两大平台，瞄准课
堂改革，持续开展技能辅导和教学培训等
工作，成为青年教师成才的引路人。“同时，
我也希望自己在专业技术和教学水平上更
进一步，形成个人特色的教学模式和教学
成果，在个人专业领域的新工艺、新方法上
有所突破。”

立足三尺讲台 耕耘职教事业

王岗：“土生土长”的职技校人

编者按：他们凭借专注与坚守，成为了行业内、教坛上的能工巧
匠、“技能大拿”，用“匠心”铸就了行业的精神与价值，在城市发展和
人才建设的舞台上挥洒着热血和汗水。即日起，本报推出《台州工匠
培育深关注·匠才成长记》系列报道，挖掘从我市中高职学校毕业，
如今仍在中高职学校任教的匠才教师，讲述他们成长成才、传承“匠
心”的故事。

“台州古树，有故事”系列报道之十

本报记者蒋虎雄

4 月 26 日上午，雨后。仙居县皤滩
乡万竹王村周边的山上，云遮雾绕，分
外迷人。

村口的两株古樟，冠盖如荫，苍翠欲
滴。300余年来，它们风雨无阻，默默守护
着万竹王村，承载了村民的乡愁与记忆。

村庄所处的万竹山，连亘数十里，曾
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红一团仙居游
击队的主要活动地。“这两株古樟，也见证
了发生在这里的红色往事。”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王永波介绍。

古樟系王氏先人所种

从皤滩乡政府出发，沿着一条弯曲的
乡道南行，进入万竹王村地界后，远远就
能看到村口的两株古樟。

它们毗邻而立，长势也差不多，挂
着仙居县人民政府 2018 年颁发的保护
铭牌。其中一株的铭牌显示，树龄 300
年，高 14 米，胸围 370 厘米，平均冠幅
19米。

万竹王村为王氏聚居地。82岁的村
民王明理对族谱颇有研究，“明朝初期，我
们村的始祖从临海白水洋迁居而来，到现
在已经23代了。”

他说，王氏始祖是货郎，夜宿皤滩，白
天进山卖小百货时，看到这边风水好，有
山如卧虎，遂在“虎腹”前结庐而居，兴族
立业。

两株樟树所在处，是“虎足”位置。究

竟是哪一位王氏先人所种，已无可考。
万竹王村人杰地灵，历史上出过不少

官员，比如明成化年间的应天府巡按御史
王存忠。仙居县纪委编撰的《风骨——仙
居御史故事》一书记载，王存忠刚正不阿，
其清廉风范有口皆碑。

见证了红色往事

枝干上布满的青苔，是漫长岁月给
两株古樟留下的印痕。76岁的村护林员
王文明说，它们承载了很多村民童年的
欢乐。

古樟树干枯空，可以从里面爬上枝
干。“我们小时候没啥娱乐活动，经常在这
里爬上爬下，嬉戏玩耍。”他笑着说。

也有调皮的小孩在树洞里烧火取暖，
结果不慎烧着了内壁。好在古樟生命力
强，没啥大碍。

万竹王村位于万竹山麓，这一带是
红十三军红一团仙居游击队的主要活
动地，队长金永洪的家就在万竹山中的
新罗村。两株古樟也见证了当年的血雨
腥风。

金永洪 1929年入党，1932年红十三
军主力失败后，他率余部坚持斗争。1933
年8月，在万竹王邻村一处岩洞里不幸被
捕，9月在皤滩英勇就义。

王文明小时候，常听村里大人讲金永
洪的故事，比如他的长相、他和队员们在
古樟下集结去攻打皤滩等等。

“他视死如归，就义时高呼‘杀我不要
紧，共产党人杀不完’！”王文明说，“村里

不少人去现场看了，都很佩服他。”

它们是村里的标志

两株古樟郁郁葱葱，自成一景，是万
竹王村最鲜明的标志。

“没来过的人打听万竹王，一般会得
到这样的回答：哝，村口有两株大樟树的
地方就是！”王永波说。

村民们对古樟感情很深，也很珍惜。
2018年村里建文化礼堂时发动捐款，王
永波带头捐了 8.88万元，大伙踊跃响应，
一下子就筹到了150余万元。

省级 5A级文化礼堂建成后，还有余
钱。响应村民呼声，村里在皤万线拓宽等

工程外，专门请人设计，围绕两株古樟对
村口景观进行了改造。

古樟的边上砌起了矮墙，根部位置则
修筑了树池，用小溪石垒成围屏，再培上
泥土。中空的树干，则由林技部门施行相
应的保护措施。

除了古樟，万竹王村还有树龄200多
年的马尾松等古树，自然景点多，更有建
于唐朝的千年古寺万安寺、元代学者吕六
松隐居地等人文景观。

“这两株古樟是村里的财富，近年
来很多人慕名前来打卡。”王永波信心
满满地说，“眼下我们正在创建 A 级景
区村，争取以古樟为核心，吸引更多的
游客过来。”

仙居县皤滩乡万竹王村有两株树龄300余年的古樟

它们见证了这里的红色往事

本报记者张梦祥

近来，“孩子睡觉张嘴呼吸会变丑”这
一话题，在网上讨论得热火朝天，引起很多
家长担忧。为了纠正孩子不良的呼吸习惯，
很多家长购买封口贴，强制让孩子“闭嘴”。
一则“封口贴真有用还是智商税”的话题登
上热搜，引发市民关注。

4月 25日，记者在网上购物平台输入
关键词“封口贴嘴巴”，随即出现各式各样、
五颜六色的上百种产品。不少商品在封面
上打着“纠正张口呼吸、快速矫正、告别打

鼾、不伤皮肤”等宣传词。在广告词的“刺
激”下，大多产品创下了不俗的销量。

其中一款封口贴月销量达4万+，商品
评论区里不少家长在“夸”闭嘴贴的同时，
还附上了孩子贴着闭嘴贴睡觉的照片。

对此，天台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
师徐鸯霞表示，盲目使用封口贴并不可取。

“正常情况下的呼吸主要通过鼻腔呼
吸，张口呼吸说明鼻腔通气不好，不能满足
身体的正常需要。儿童张口呼吸、睡眠时打
呼噜的主要原因，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
起上气道阻塞，干扰正常通气，鼻腔吸入的

空气不够，需要张口呼吸辅助。”她说，在气
道阻塞的病因未得到控制前，若盲目使用
封口贴将嘴巴闭起来，使气道阻塞程度加
剧，导致睡眠时低氧血症，更影响孩子生长
发育及智力发育，严重的情况会导致窒息，
甚至心脏骤停等。

“不过，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期，长期
张口呼吸会引起面部发育异常，导致腺样
体面容——上唇短厚翘起，颌骨变长，牙齿
排列不整齐，龅牙，缺乏表情。”徐鸯霞说，
除了影响容貌，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她说，如果长期出现张嘴呼吸睡觉、打呼噜

等症状，则需要引起注意。
“孩子睡眠张口呼吸是可以通过正规

治疗改善的，但首先要查明病因。”徐鸯霞
介绍，像早期、轻症患者可以通过药物治
疗。重度的患儿亦可通过手术切除腺样
体、扁桃体治疗。因此，早发现、早治疗非
常重要。

徐鸯霞说，她在日常接诊过程中发现，
家长对孩子睡眠呼吸的关注虽然有所提
升，但仍认识不足。她提醒市民，身体出现
任何问题时要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就诊，
遵医嘱，不要盲目跟风。

医生：要查明病因，不要盲目跟风

小孩张嘴睡觉不可“一贴了之”

王岗正在上课。图片由本人提供

古樟是万竹王村的标志。 本报通讯员泮雅云摄

本报讯（记
者李筱筱）4 月
27 日，记者从台
州市城乡风貌整
治提升办公室了
解到，根据浙江
省大湾区、大花
园、大通道、大都

市区建设行动计划要求，今年我市将启动编制《台州城市
社区建设专项规划》，结合绿色社区、完整社区、老旧小区
改造等工作，实现以点扩面，全域推广未来社区理念。目
前，我市前四批已创建申报了 23个未来社区，今年计划
建成3个以上未来社区。

其中，椒江城隍浦社区、临海大洋社区、温岭西溪社
区3个未来社区计划年内建成。

椒江城隍浦社区位于海门街道，属旧改类未来社区。
总用地面积约20.40公顷，将以社区邻里中心为核心场景
空间，围绕“慢品生活家园、老城复兴板样”定位，通过适
老化改造、古街振兴、数字化建设等策略，打造乐龄、人文
和慢品社区，建成后将直接受益4409居住人口。

临海大洋社区总用地面积约30公顷，以“古城新意，
服务再造”为特色定位，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
价值坐标，打造功能升级、生态再造、数字迭代三大主题
特色，构建以邻里、教育、健康等场景创新为重点的服务
生态。其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筑功能升级、社区生态改
造、数字化建设、停车位改造、房屋修缮及其他基础设施
改造等，项目直接受益居民约6600余人。

温岭西溪社区位于城西街道，属整合提升类未来社
区。总用地面积约 20.4公顷，包括西溪山庄御景园、西溪
山庄九龙园、康和家园一期3个居民住宅小区，建成后将
受益7000多居民。其致力打造西溪宜居型、健康型、知识
型社区，构建形成“西溪一家人”下的温岭特色邻里交互
模式、“全民健康型、青年活力型、老年友好型”的未来社
区、“全龄化”教育新环境下的温岭特色知识提升型模式。

今年，我市一批未来
社区将建成亮相

本报讯（通讯员施优媛）“你们的劳动用工合同
不符合规范、用工信息档案不够健全、员工参保率未
达 100%，请立即整改。”近日，天台县坦头镇劳动保
障监察人员在全镇范围内开展集中排查整治非法用
工专项活动。

此次排查坚持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
聚焦超时加班问题易发的快递配送、网络送餐、平
台经济等新产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以及雇
佣临时岗位较多的餐饮、娱乐等劳动密集型服务
业企业。

工作人员详细检查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制定和执
行，劳动合同订立、执行和解除，特殊工时制度、劳动
报酬支付、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情况，重点检查是
否存在非法使用童工、强迫劳动等非法用工问题，以
及是否存在恶意克扣、拖欠工资等侵害职工合法权
益的行为。

截至 4月底，该镇共排查物流网点 9家、餐饮 12
家、商超 2家、企业 33家，查处问题隐患 12处，并督
促7家用人单位对存在的劳动用工不规范问题进行
整改。

“此次集中排查整治，我们坚持执法与普法相结
合、依法查处与行政指导相结合的方式，针对排查出
的问题，要求用人单位立即整改。”该镇劳动监察保
障负责人杨国保说。

坦头集中排查
整治非法用工

本报讯（记者张梦祥）“谢谢医生，我还以为这次
撑不过来了，幸好有你们。”近日，经过一个多月的治
疗，从 10余吨重的铲车下死里逃生的楚先生，顺利
从天台县人民医院出院。

事故当天下午，楚先生所在工地的工程铲车突
然失控走偏，等周围人反应过来，一旁的楚先生已被
10余吨重的铲车挤压得无法动弹。随后，楚先生被
送往天台县人民医院救治。

“患者到达医院时意识转清，面容痛苦、呼
吸急促、左胸塌陷，侧胸一伤口不断冒血泡，胸
壁呈反向运动，随时有生命危险。”该院副院长
兼创伤中心主任胡培阳介绍，经进一步检查发
现，楚先生左侧开放性胸部损伤、左侧多发肋骨
骨折、左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左侧创伤性血气
胸、左侧肺挫伤以及全身软组织多处挫裂伤，情
况十分危急。

时间就是生命，抢救刻不容缓。“我们当即对患
者进行开胸探查，发现患者左侧绝大部分肋骨出现
多节段骨折，骨折端错位明显，部分肋骨已深深刺入
肺组织内，肺脏表面还在冒气泡。”胡培阳说，创伤救
治团队随即对楚先生进行肺裂伤修补、胸腔止血、关
键肋骨逐根逐段复位、固定……

经过整整 170分钟的紧急抢救，楚先生终于转
危为安。回忆起事发当时，楚先生仍心有余悸：“铲车
过来时，我听到骨头咔咔的断裂声，心想这回完了，
然后直接痛晕过去了。”

经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伤后一周，医疗团队再
次对楚先生进行了肩胛骨切开复位固定术。

胡培阳提醒市民，若不幸被重物压身，应立即组
织人力抬走重物，减少伤者被压迫的时间，以免器官
坏死，无法搬动下可拨打 119请求消防人员支援。

“搬走重物后，不要轻易移动受伤躯体与肢体，体表
有出血的需尽早加压包扎止血。”

他说，对于胸部损伤，可以随即将伤者的领口
松开，保障顺畅呼吸。可用不漏气的质软薄片（如
证件塑料膜等）封闭开放的胸腔伤口。与此同时，
应在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 120，寻求专业人员
帮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工作时注意安全，做好
防护措施。”

铲车失控男子被压
紧急救治死里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