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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爱博博五五村村摄摄影影““老老法法师师””万万连连兴兴
相相机机换换了了几几代代 那那颗颗初初心心不不变变

为新虹老人拍金婚照

万连兴是新虹的摄影志愿者，
新虹社区里大大小小的活动总能
看见这位“老法师”的身影。 家住
爱博五村的他，总是能看见很多老
夫妻在小区里散步。 一个想法便从
他的脑海中跳出来：“有些老人因
为条件不允许没拍过结婚照，看到
老人们相濡以沫的样子，就很希望
发挥自己专长， 为他们拍张金婚
照，这也是回馈社区嘛！ ”

居委、街道得知万连兴的这个
想法，随即决定：不仅要拍金婚照，
还要办一场金婚典礼。 万连兴感觉
做这件事更有劲了，购置背景布和
灯具、张贴邀请函，只为定格下老
夫妻们 50年风雨同舟的日子。

金婚典礼的那一天，老人们梳

好头发，穿上亮丽的衣服，牵手走
过红地毯。 拍照时，一些老人看到
镜头难免会“怯场”。 万连兴看出
了他们的“小心思”，便讲点好玩
的事情逗老人们笑，万连兴迅速按
下快门， 捕捉到夫妻的甜蜜瞬间。
拿到照片，老人认真端详起来，“大
家能活到这个年纪， 都能互敬互
爱， 夫妻这么多年下来蛮开心的。
谢谢万老师帮我们拍结婚照，我们
也赶了趟‘时髦’！ ”

带动一批“社区摄影师”

“这是建设美丽家园时的照
片，五违整治、取缔群租、破墙开店
……”万连兴的电脑上已经存下了
1000 余照片， 这些照片为家园的
变迁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除了拍摄
纪实类照片，万连兴还特别钟意新
虹的美丽风景，“每次天气好的时
候，我就会扛着相机出去。 遇到天
气不好的时候，我就在新虹的各处
‘踩点’，寻找那些独特的景致。

万连兴每天总是很忙碌，有时
闲下来，就会想起最开始接触到摄
影的时候：“当初买第一台海鸥相
机的时候，根本舍不得拍照，一卷
胶卷都要拍 3 个月。 改革开放后，
因为要赚钱， 渐渐放下摄影了，但
有一次在陆家嘴，从高处俯瞰的时
候被一下被风景触动了，摄影梦便
又被唤醒了！ ”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新虹
社区学校开设摄影班后， 作为班
长，万连兴不仅带着班级里摄影爱
好者参加摄影技术的学习，还经常

带领他们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类摄
影活动，为社区居民义务拍照。“最
开始的时候，摄影班的学员不到 10
人，而现在已有数十人了！‘社区摄
影师’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

2017 年 1 月， 新虹妇联白玉
兰社工站计划开展摄影小组活动，
当社工石英桂找到万连兴的时候，
他一口答应帮助参加摄影组的成
员们学习摄影技术。 在他的带动
下，摄影小组的成员们通过摄影志
愿者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很快
掌握了摄影技巧，万连兴也成了大
家的好朋友。

志愿精神一代代传承

“不只是记录新虹， 我还会参
与到社区自治中， 更好地回馈社
区”，2012 年的时候， 万连兴发挥
“老法师”的眼力和脚力，成为一
名市民巡访员。作为“啄木鸟”“报
春鸟”， 他行走在新虹社区的各个
角落。 “刚刚成为市民巡访员的时
候，小区周围环境差，白色垃圾满
天飞，装修垃圾无人管……只要发
现问题， 我都要上报到有关部门，
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解决小区里
的问题，给社区居民一个安全美好
的生活环境。 ”

今年疫情期间， 万连兴和女
儿、女婿一道加入了社区防疫志愿
者队伍，志愿精神在他们家代代传
承。 万连兴有时忙到下午 1点才能
回家吃口饭，妻子高凤芳却没有一
句怨言，“老万辛苦了， 你想吃什
么，我去做一点！”因为参加社区活

动比较多，万连兴无暇顾及家庭事
务，所有的家务都落到妻子一个人
的身上。“家务事我来做，你要去就
去吧”，朴素的一句话，却让万连兴
心头充满一股暖意。

从最初的 400 万像素到数千

万像素，万连兴的相机换了几代，但
不变那颗初心； 十年如一日的志愿
服务，尽管在普通的岗位上，却影响
着身边人。谈到这一切，万连兴不禁
感慨：“这一路上，离不开家人的支
持，真心感谢他们！ ”

文化经典是屹立在时间海洋中
的灯塔。 以文化立校的文来实验学
校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二届读书节，
今年的主题是 “阅读文化经典，建
设非遗校园”。

学校致力于以读书节这种形
式，打造孩子们“自己的节日”，发
动全员参与，强化阅读积累，培养学
生的文学素养及良好的阅读习惯，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年
的读书节还创新采用“线上线下融
合”的形式，丰富充实活动内容。

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门前莫约频来客， 座上同观
未见书。 ”文来实验学子的阅读兴
趣很广，国学经典、世界名著、散文
诗歌、励志佳作等，都在他们的阅读
范围内。而每读完一本书，学子们总
会把感悟倾诉于笔端， 和同学们一
起分享所思所想。 有些人还会通过
“读写绘”的形式，尝试把书中的印
象很深的情节画下来。

语文教研组周鸣老师表示：
“我们希望读书要做到 ‘眼到、口
到、心到、手到、脑到’，学生可以通
过专题性摘记、读书笔记、读后心得
体会、小报等形式，展示自己的读书
成果，也加深对文化经典的印象。中
小学阶段正是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 一本好书也许能让孩
子们受益终生。除了举办读书节外，
平常老师们都会向学生推荐阅读书
目，制订相应的读书计划，教授基本
的阅读方法， 鼓励他们双休日进行
阅读。同时还会与家长积极联系，引
导家长共同参与读书活动。 ”

阅读，成为一种乐趣

“曾子” 来了，“晏子” 来了，
“周恩来”来了，“杨子荣”来了......
当书本上的人物活灵活现呈现在眼
前的时候，似乎“穿越”到经典名著
的场景中。读书节闭幕式上，六场课
本剧，让大家看到了阅读的“另一
种打开方式”。 引导师生再次去品
味文化经典中蕴含的深层意义。

初中学生发展部赵娟娟老师介
绍：“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需要丰
富多彩的形式。 而课本剧表演是一
个很好的抓手。 学生通过充满乐趣
的阅读、分析、改造、表演，深入了解
领会文化经典。 整个表演都是学生
自编自导的，教师放手，只在关键处
把关指导。 ”

在激发阅读兴趣上， 图书义卖
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抓手。 读书节
闭幕当天， 图书义卖也在操场同步
开展。

学生们和家长制作宣传海报，

推出打折促销、购书赠礼物等策略，
招揽同学前来购买。 三（2）班的一
位同学拿出家中珍藏的一套《写给
儿童的中国历史》义卖，“考虑到大
家感兴趣的朝代不同， 一整套不太
好卖出去，就忍疼割爱，拆分成单本
来买。 ”一（4）班的胡益凡同学，还
将自己的压岁钱拿出来买了许多书
籍和文具。 书香“漂流”在整个校
园， 学生当天带来的部分书籍还将
捐赠给闵行区对口支援的云南省保
山市、香格里拉市。

阅读，成为一种传承

连续举办十二届的读书节一直
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
线， 今年更是聚焦文化经典和非遗
校园，让阅读成为一种传承。

“文化经典我传承。”文来实验
学校以古诗文比赛为载体， 以赛促
学，传承经典文化。语文教研组周鸣
老师介绍道：“相关老师会对学生
进行专业的古诗文辅导， 利用早上
和中午时间， 提升学生古诗文阅读
的能力。 学生们平常做好古诗文的
摘录，有的‘文学少年’还喜欢自己
创作一些诗词作品。 ”

“文化经典我做主。”学校整体
协调家校社区资源， 在线上线下广
泛开展“四史”研学基地的探访与

文化经典活动，以班级、家庭为单位
进行展示交流。 每个班级还出版了
一期“学四史、明责任、乐成长”的
读书节专题板报。 学生通过自主学
习的形式，深入了解“四史”及传统
文化知识。

“文化经典我朗诵。”开展传统
文化经典教育， 文来实验学校还从
诵读抓起。 朗朗的书声从教室中流
出来， 传统文化经典篇目深深刻在
学生的脑海里。“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 诵读的目的不仅是为获取知
识，而是能让学生能够经历精神成
长的体验。

本次读书节还推出“文化经典
我布置”、“文化经典全家秀”等活
动，以学校非遗文化校园建设为切
入点， 让班级文化环境更具特色；
以家庭为单位开展读书活动，营造
良好的家庭读书氛围， 真正实现
“全员参与、 以校为点、 辐射家
长”。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家门口的好学校】

一提起新虹的摄影“老
法师”，爱博五村居民脑海
里跳出的第一个名字就
是———万连兴。 他扛着相
机，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新
虹的发展变迁用相机记录
下来， 用一个字形容那就
是“美”。

走近 2020 年度“海上
最美家庭”万连兴家庭，你
会发现， 这个家庭是和睦
的、是幸福的，人人都有一
副热心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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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新新虹虹老老人人拍拍摄摄金金婚婚照照

文来实验学校
读书节连办十二届 用另一种方式打开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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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最佳“啄木鸟”：陈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