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说这条路变了样，我们特地来看

看，整墙整墙的画，色彩鲜艳，感觉焕然

一新。”连日来，富春江镇水电路上围满

了周边居民和游客，大家都纷纷来打卡

这条环创小路。水电路作为富春江人文

历史展示的重要窗口，人流量密集。本

次改造以迎亚运环境整治的契机，借“微

改精提”的东风，融入垃圾分类元素，将

水电路打造成一条网红打卡环创小路。

“当时我们构思了很多版本，就是想

打破常规，把这条路打造成一本‘有声

书’，让垃圾分类有‘画’说。”富春江镇垃

圾分类工作相关负责人说，这次采用场

景交互模式，融入很多互动环节，既体现

了迎亚运环境大整治及垃圾分类主题，

同时内容又让人耳目一新，更好地诠释

“共创美丽”理念。

“这次微改造也让我们这些老一辈

同志赶了一次时髦，以不一样的形式加

深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现在亲戚们来串

门都十分羡慕我们，家门口变得这么漂

亮。”沿路居民开心地分享道。（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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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迎接绿色亚运，提升居住环境品

质，进一步倡导垃圾分类理念。杭州亚运

会进入100天倒计时，桐庐县百江镇积极

开展“绿色亚运我助力 垃圾分类我先行”

等系列活动，喜迎杭州亚运会召开。

在百江镇紫薇广场，伴随着一曲古筝

弹奏《春苗》，喜迎亚运系列志愿活动正式

开始，其中“垃圾分类”丢沙包互动小游

戏，吸引了众多村民前来体验。在百江镇

亚运青年V站，百江镇团员志愿者向村民

们讲解杭州亚运会吉祥物、亚运会参赛项

目。“参与此次活动，让我们对容易错分或

混淆不清的垃圾有了更深入地了解，接下

来，我们要持续做优人居环境，迎接杭州

亚运会。”百江村村民说。

为了不断增强居民群众自觉保护环

境的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促进垃

圾分类工作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百江

镇将走进各个行政村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

类宣传活动，从“最小单元”向全镇辖区辐

射，吸引居民群众积极参与，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垃圾分类工作新格局。(陈红梅)

从业 39 年，王顺法培养了 27 名国家一级田

径运动员，其中包括谢震业。

2019 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25 岁的

绍兴籍飞人谢震业以 19 秒 88 的成绩夺得男子

200米冠军，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这份成绩的背后，有着王顺法的身影——18

年前，王顺法领着五年级的谢震业，开启了他的田

径之路。

“我不知道这些孩子未来能走到哪里，作为启

蒙教练，需要做的就是领进门，教授技巧，再一步

步把他们往更高的舞台送。”王顺法说。

他是“亚洲飞人”谢震业的启蒙教练

即将退休的他回忆当年选苗细节——

热爱和努力比什么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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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哪位同学愿意上台来进行防溺

水VR体验？”绍兴上虞区公安分局水上派出所所

长倪永灿话音刚落，30多名学生纷纷将小手举得

高高的。这是不久前绍兴上虞区龙山学校五（2）

班防溺水社团课上的一幕。

近期，全国各地气温迅速回升，汛期来临。如

何预防溺水事故，溺水后如何自救？绍兴上虞公

安部门出了个新招：开发一套“VR 防溺水体验系

统”，利用三维动画技术，以仿真剧情，第一人称视

角模拟溺水画面。

课堂上，学生们轮流体验这套系统。学生王

冠群说：“我看到了 VR 技术模拟出来的水下情

景，体验了‘溺水’的感受。尽管我会游泳，但今后

一定会远离水塘等危险区域。”

沉浸式体验溺水现场感受，起到了强烈的警

示作用。“多策并举，让防溺水教育效果落到实

处。”倪永灿说。

本报通讯员 陈晓锋

孩子防溺水，可试试VR体验

本报讯 “田螺姑娘”的传说，在宁波有了新

版本。

清晨，宁波余姚市75岁的“魏团长”带着十份

打包好的蔬菜，骑着小电驴出发了。这些菜要送

给居住在余姚市梨洲街道白云社区的老人们。

“魏团长”叫魏甫，是“田螺大叔”帮帮团团

长。团里的成员是一群热爱耕种的70多岁老人，

年龄最大的已经79岁。

“田螺大叔”们的菜园里生机勃勃，这里原本

是城中村的一块闲置土地。他们自行组成队伍，

将种好的菜免费送给附近老年居民，风雨无阻。

“最初我们管自己叫‘地头老伯’，开始送菜

后，大家喊我们叫‘田螺大叔’。”魏甫笑着说。

去年7月，在白云社区支持下，“田螺大叔”帮

帮团成立。社区工作人员走访排摸了一批生活困

难、行动不便的社区老人，作为大叔们的送菜对

象。目前，“田螺大叔”帮帮团的送菜对象共有10

户。

大叔们把送菜时间定在周三，是考虑到周末

会有子女、亲戚去看望老人，带去的菜一般可以保

鲜两三天。每周，每户老人会收到3种菜品，如果

遇到“青黄不接”，地头没有产出时，大叔们则会自

掏腰包，采购咸笋、皮蛋等送给老人。本周恰逢端

午节，他们还计划送些粽子。

“我们这几个‘田螺大叔’的背后，还有一大群

志愿者。”魏甫说，比如，群立村村支书长期为菜园

提供鸡粪作肥料；北郊村党委副书记送来菜棚遮

阳网近40多平方米；三溪村村支书送来搭菜棚需

要的毛竹架子和雨具等⋯⋯

魏甫说，只要菜园还在，大家还能下地，菜就

会一直送下去。

本报记者 夏凌

余姚有群“田螺大叔”
自己种菜送社区老人

本报记者 俞倩玮 俞刘东

今年 6 月 25 日，任职绍兴鲁迅高级中学体育

教师的王顺法就要退休了。他计划着退休后继续

从事田径教学。

王顺法带过的学生里，目前有 3 名是浙江省

队的现役运动员：“亚洲飞人”谢震业、05 后短跑

新秀吴涛以及中长跑健将王迪宇。

还有上百名凭体育特长就读名校的学生，其

中有 4 人已经读到了博士。“这些学生不仅体育

好，文化课成绩也棒，蛮骄傲的。”

王顺法能培养出如此多的优秀学生，源自心

中的一份热爱。

很多人不知道，王顺法自己就是个跑步达

人。1983 年到 1985 年，他蝉联了浙江省 10 公

里、20 公里越野跑冠军。1985 年，王顺法入选绍

兴市“十佳田径运动员”。上世纪90年代，他还去

日本参加过4次马拉松比赛。

王顺法所在的绍兴鲁迅高级中学是浙江省体

育后备基地，既有本校学生在此受训，也有外校田

径佼佼者前来学习。王顺法负责学生的短跑、中

长跑训练，每年还会去绍兴各地选拔一些“种子”

选手。

入训时孩子们年龄普遍不大，彼此之间的差

距并不明显。王顺法认为，对于有天赋的孩子，通

过科学的训练和引导，培养兴趣，打好基础，便能

一步步激发潜能。

当年招谢震业时，谢震业正在湖塘小学读五

年级。当时他的身高已经长到了 170 厘米左右，

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是，他的脚特别大，像成人一样。在田径方

面，脚大的人不占优势。短跑选手的脚一般比较

小，与跑道接触面越大，需要消耗越多的时间。

不过，王顺法在谢震业的身上看到了热爱和

努力，还是将他招纳进来。于是，谢震业转学到附

近的树人小学，平时在绍兴鲁迅高级中学受训。

为了尽快让学生掌握田径技巧，王顺法基本

每天都泡在田径场，手把手教授每一个动作，“起

早贪黑，每一分成绩，都是靠时间磨出来的。”

有的孩子觉得训练辛苦，有些想家，情绪低

沉，王顺法就会像老父亲一般安慰他，还会带来妻

子做的美食分享给大家。

“小孩招进来以后，要对他们负责，就好像是

自己养了那个小孩一样，把他的潜力都挖掘出

来。当然，以后成长的路，就要靠他自己走下去

了。”王顺法说。

王顺法（左）和谢震业 受访者供图

“田螺大叔”帮帮团部分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