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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为人父母，最大的愿望就是亲眼看着宝宝们一天天长大，但现代社会繁重的工作，却往往让陪伴成了亲子

关系中的奢侈品。

这份记忆该如何保留？最近，宁波一位女民警用她独特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一张张细腻传神的彩铅

画，记录下女儿的成长：第一次坐飞机、万圣节打扮成小恶魔、吃棒棒糖的可爱⋯⋯洋溢着对聚少离多的女儿深

深的爱，这些彩铅画瞬间打湿了朋友圈。

第一次坐飞机、万圣节打扮成小恶魔⋯⋯虽然聚少离多，但对女儿的爱却不减半分

每月一张细腻传神的彩铅画
宁波女警用画笔绘出最诗意的母爱

本报讯 40 岁的胡玉荣是江山中山小学六年级语文老

师，也是一个二孩母亲，襁褓中的小女儿“早早”只有四个月

大。今年 3 月 4 日开学时，胡玉荣提前结束产假到校上班，

“放不下孩子们，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能喂奶的育婴室，早早不

会挨饿。”

育婴室设在学校行政楼，共有 16 个床位，胡玉荣很感谢

学校的照顾，“一个妈妈能在上班时看到孩子和照顾孩子，没

有比这更开心的事了。”

中山小学是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校长毛伟琴说，去年上

半年学校作了统计，育龄女教师有40多人。教师的配备都是

定人定岗。“学校缺一名教师还能顶岗周转，缺两名以上就要

临时再招聘代课老师了，有的老师因为要照顾孩子还要求延

长产假。”

毛伟琴决定从关爱育龄女教师入手化解这个难题，2017

年上半学期，衢州第一间校园育婴室在学校成立。“成立半年

以来，老师们都能按照产假的规定时间回来上班，大部分在哺

乳期的老师都能提前来上班，大大缓解了教师缺口问题。”毛

伟琴说。

目前，江山市有 20 多所学校设立了育婴室，300 多名正

在哺乳期的教师受惠。

江山的做法也引起了衢州市教育局的关注。衢州市教育

局局长徐朝金专门为此来到中山小学调研，并去各所学校听

取了老师们的意见。“我们调研时听到的都是老师的赞誉声，

既然老师们都满意，又有利于教学，当然要推广开来。”

今年 3 月 5 日，衢州市教育局经过研究后发文，要求衢州

市各学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今年秋季开学前要完成建立

爱心母婴室，为孕期和哺乳期女教师提供一个温馨、舒适、安

全的哺乳场所。“这是一个由基层学校在教学实践中挖掘出来

的暖心举措，充分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为学校的用心

点赞。”徐朝金说。

本报记者 盛伟

衢州全市推广校内育婴室
暖化了哺乳期女教师
衢州全市推广校内育婴室
暖化了哺乳期女教师

本报讯 一个社区、一条街道、一座城市，自身有着怎样的

生长逻辑，能让人们喜欢并为之停留？新的社会历史时期，城

市的建设、管理乃至文化遗产保护会迎来什么变化？在这些

方面，西方有哪些理念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思考？带着这些问

题，“美好生活·美丽城市”2018 国际城市学论坛昨天上午在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开幕，英国城市学学会主席大卫·路

德林等城市学资深专家学者参会，与中国城市学专家共同开

展研讨。

论坛由英国城市学学会与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主

办，英国城市学学会杭州国际中心、英国伦敦中国设计中心、

融创中国东南区域集团联合承办。多位世界城市学领域的大

咖汇聚杭州，包括著名城市规划学家、英国城市学学会主席大

卫·路德林，英国新田园城市运动推动者泰勒爵士、英国拉赛

姆建筑事务所创始人德瑞克·拉赛姆，日建设计的川岛克也等

等。

论坛期间举行了“英国城市学学会杭州国际中心”揭牌仪

式，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们还就城市学定义、城市的奥体经济、

社区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探讨。

本报记者 何晟

通讯员 商文芳

2018国际城市学论坛
在杭开幕

本报记者 杨一凡/文 汪艇/摄本报记者 杨一凡/文 汪艇/摄

双警之家，无奈与女儿分别
每月一张，用画笔记录孩子成长

钱报记者找到了彩铅画的作者汪艇。

汪艇是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东柳派出所的一名民警，

已经工作 8 年了。2016 年 3 月 13 日，汪艇迎来了女儿“小糯

米”的降生。“女儿出生的时候，真的特别开心”，但她所在的派

出所，年纪大的民警比较多，其中女同志也比较少，处理一些

女性的案件需要她协助。汪艇的爱人工作也很忙，所以没有

办法照顾小糯米。无奈，在汪艇产假结束之后，小糯米就被送

到了奉化老家。

汪艇说到这儿，声音都有点哽咽了：“当时真的是特别不舍

得！但是为了工作，不舍得也要舍得。”女儿送到老家后，过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我爸在微信上发来一张女儿的照片，当时一

看到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每次要等到周末，她才能赶回家

看看女儿，但赶上有任务，连续两个星期，汪艇都看不到女儿。

跟女儿聚少离多，但对她的爱却不减半分。思女心切，汪

艇开始琢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录下宝贝女儿的成长？“最常

用的方式是用拍照记录下来，但因为我平常喜欢画画，就想用

画画的方式记录下来”。

以前汪艇不会画画，工作以后去拜师学画，刚开始学的是

油画，怀孕之后学习水粉画。在女儿8个月的时候，她第一次

尝试动笔，当第一张画作出炉时，看着跃然纸上的女儿，汪艇

说：“感觉很好，很有意义！”

“会一直画下去”
打算每年一本，送给女儿

女儿一周岁的时候她又画了一张，“之后基本上每个月都

会画一张”。3 月 13 日，女儿两周岁生日时，汪艇又记录下了

戴着萌萌熊猫帽子的小糯米。

本来总共画了 13 张，但其中一张不小心找不到了，所以

现在共存12张。每张画都是汪艇细心挑选的、对女儿有意义

的定格。这样一幅画在 A4 纸上的画，对着照片画下来，基本

上要花2个多小时。

汪艇印象最深的，是女儿一周岁时的那张。“那是第一次

喂她吃水果，给了她一块菠萝，当时她特别开心，虽然她还不

会表达，但是知道这是妈妈给她的，吃起来很甜的样子，她会

抱着你的头，感觉很开心。”

平常汪艇会在视频中看看女儿，“现在她会说话了，就让

她背背古诗，背背儿歌，还有听她叫妈妈⋯⋯”小糯米想妈妈

的时候，也会嚷着要去宁波找妈妈，知道妈妈周末会回来，她

也会早早在门口等着妈妈。

昨天汪艇下班后回老家，小糯米 5 点多就已经守候在门

口，远远地就张开了双臂。

汪艇说：“感触最深的，是女儿的笑声，好像 50 米之外都

能听到。”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汪艇特别珍惜，还会经

常带着她出去玩。这些彩铅画记录了不少外出的时光。

汪艇用画笔记录女儿的成长经历，让不少同事十分羡慕，

有的还请她为自己家的孩子也画上一幅。

汪艇打算把画装订起来，每年一本，送给女儿，“其实我不

光是打算画到女儿结婚，只要能画就一直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