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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金 澜

浙江省八大水系之一的飞云江上

游有一条支流叫南浦溪，因水得名，形

成了南浦溪镇。镇上有惟妙惟肖的潭

石、神秘莫测的幽林、各具姿态的飞瀑

及沉淀唐宋遗风的古村落建筑群。饱

览美景后，游客总爱到一家名为“古村

风味馆”的农家乐品尝美食。而在泰顺

县南浦溪镇幼儿园里也有一家“古村风

味馆”，孩子们当小店员、小导游，聊民

俗、做土菜，乡土文化通过游戏传承。

这正是温州大力推进未来乡村教

育的一个场景。2021年11月，温州市

教育局印发高质量建设未来乡村教育

场景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2年，

各地结合当地村域型、镇域型、片区型

等未来乡村建设市级试点，开展并完成

未来乡村教育场景建设项目2个及以

上。到2025年，全市至少完成未来乡村

教育场景建设备案项目200个。如何建

设未来乡村教育场景？温州先行一步。

乡情土味进校园
“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

涯，林莺啼到无声处，青草池塘独听

蛙。”南宋诗人曹豳的这首《春暮》描绘

的是瑞安市曹村镇的自然田园风光。

至今，曹村镇还沿袭着元宵灯会、新春

舞龙、木活字印刷、习武风尚等传统习

俗，无骨花灯、木活字印刷等被列入了

温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近水楼台先得月，曹村实验幼儿园

将大自然请进门，暮春园里，幼儿播种

浇水，体验农耕的意义；稻梦空间内，幼

儿模拟体验晒稻谷、筛稻谷、翻稻谷、装

稻谷等农活；穿梭于花灯小镇，幼儿猜

灯谜、赏花灯、做花灯……浓缩版曹村

四季生活，孩子们耳濡目染，自然印象

深刻。

身为当地人的曹村镇学校校长谷

义勇扎根当地学校30年，在他的带领

下，学校结合地方文化因子，开发出项

目化研学旅行课程“探寻曹村进士文

脉”、项目化劳动实践课程“以劳为美，

耕读实践”、项目化学习美术课程“曼

妙灯彩”等课程，把乡情和劳技、语文、

美术、道德与法治等学科知识相融合，

成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学校是一座

村庄延续的文脉。”谷义勇坦言，“建设

未来乡村教育场景不能照搬照抄，要

突出本土特色，倡导耕读文化，培养学

生对家乡的感情。”

靠山有土味，靠海有渔味。龙港

市舥艚第二小学坐落在龙港市最东

部——舥艚社区，舥艚是一座有着千

年历史的渔业大镇。2019年，担任渔

耕劳动指导教师的林秋华带着同事和

家长把校园内一块5000平方米的湿地

改造成荷梦渔耕基地。同时，学校以创

建渔耕基地为突破口，积极开展渔耕特

色活动，架构“渔舟文化”校本课程体

系。其中，《农耕蛮话》校本教材小有成

效，《渔耕蛮话》校本教材火热出炉，第

三本与渔耕劳动融合的校本教材正在

研发中。

面对受众更广的社区教育领域，乡

土味也飘进了图书馆、文化礼堂、文化

馆。省一大旧址所在的平阳县凤卧镇，

图书馆专门设置了红色书籍专区，帮助

游客和村民了解红色文化，回望峥嵘岁

月，重温红色记忆；苍南县马站镇盛产

四季柚，图书馆主打“果甜+书香”的特

色，取名“甜蜜柚场图书馆”。记者了解

到，温州推出的未来乡村试点“百姓书

房”结合乡情，或建设村史展示区，或定

期组织文艺表演、书画展览等主题活

动，营造“村里有果香、菜香、花香、茶

香，更有书香”的文化氛围。

深化教学空间变革
建设未来乡村教育场景，软硬件都

要变。方案提出，实施乡村学校空间升

级行动。指向“五育”融合，深化校园空

间变革，重构学校功能空间，突出场景

现代化、智能度、文化标识度，提高学校

建筑品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应

对未来教育发展的挑战，不少乡镇和学

校都对原有的教学空间进行了改造，加

入了数字化、劳动教育、美育、共同富裕

等新元素。

未来多功能教室、沉浸式空间体验

馆、勤朴园、无土栽培展示区、传统艺术

长廊、梦想舞台……2021年9月起，平阳

县昆阳镇第七小学投资400万元建设的

学校“未来乡村教育场景”逐渐露出真

容。“沉浸式空间体验馆可以三维体验农

耕文化发展脉络，勤朴园劳作时采集的

数据可以输入到未来多功能教室里的

‘未来校园’数据中心，等到丰收季时就

能形成成长报告，不拘泥于教室，角角落

落都能开展学习。”副校长曾余理说，建

设未来乡村教育场景，要从学习状态、学

习内容等方面做出调整，校园空间要支

持全学科、全区域、全时段学习。

过去两年半里，瑞安市马屿镇清祥

小学对现有校园空间进行再改造，师生

共同打造了校园新十景，形成小而美的

育人空间。每一处景观的设计都招募

学生创景助理，由助理选定区域，寻找

项目导师，使校园改造过程成了学生开

展项目化学习的良机。

在社区教育领域，教学空间走向复

合化是大势所趋。教育、医疗、养老、科

技、文化、经济等元素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使社区教育的内涵更为丰富。鹿城

区山福镇驿头驿阳村新建的邻里中心

有1500平方米，包含社区教育、居家养

老、村庄驿站、社团文娱、医疗康养等5

个复合功能区。山福镇是知名侨乡，驿

头驿阳村的侨文化氛围尤为浓郁，不少

村民或其亲属在异国他乡拼搏。鹿城

区趁热打铁，将瓯智侨青少年海外传播

中心落地驿头驿阳村，利用互联网开展

国际文化交流、艺术互动，为海内外青

少年交流架起了一座云端桥梁。

在瓯海区泽雅镇纸源村，闲置房屋

摇身一变成了研学基地，社区教育与多

肉植物、网红直播、特色农产、创意文博

等新业态相融合，老手艺有了新玩法，

村民们一边学习一边致富，未来乡村社

区教育有了新模式。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人勤春来早，春耕正当时。才开学，

浙江农林大学竹类研究所科技特派员桂

仁意就应邀来到德清县城山村的早园竹

种植基地，指导当地竹农学习早园笋的

栽培技术，并现场向大家传授雨雪灾害

后的竹林管理措施，助力竹林经营户加

强管理、提升收益。

德清县城山村的竹林，近年来由于

科学经营管理，不少助农收入有了新的

增长，生长良好的竹林亩产值已近4万

元，竹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产业。然而，由于去年竹林出现

大面积竹疹病，再加上今年雨雪影响，当

地竹林减产较大。桂仁意得知消息后主

动与当地林业主管部门和村委沟通，上

门提供技术指导，并提出了实施早园竹

林病虫害统防统治的具体建议，助力当

地竹林经济可持续发展。

浙农林大科技特派员岳万福等专家

教授这两天则来到了遂昌县的垵口乡、

大柘镇、石练镇，就茶叶防寒防冻及冻后

补救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并为当地茶农

开展茶叶生产实用技术培训。专家们从

茶叶加工、茶园管理、新产品开发等方

面，就白茶产前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吸引

了当地茶叶加工、种植大户积极参与，很

多参加培训的学员还将白茶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与专家进行交流，并与专家互加

微信，方便后期联系。

在杭州临安、湖州长兴等地的农场

养殖场里，科技特派员王翀带领研究生

吴昊、邹季福、吴志伟等人进村入户，把

绵羊、山羊、奶牛及肉牛的养殖技术送

到了现场，提高农副产物的资源化利用

程度。专家们还奔赴多家畜牧企业开

展科技服务。他们建议，养猪场应该注

意保暖和通风相结合，室内温度控制在

15℃以上，定时通风，防止呼吸道疾病

的发生；养鸡场要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可以适当增加饲养密度、关闭门窗、加

挂草帘等方式进行御寒保温，适当增加

喂料量和维生素添加量，以提高鸡的抗

病力。

除了在省内开展科技服务，浙农

林大的专家教授们还把服务区域延伸

到了大江南北。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

区，方伟教授先后深入调研双谊产业

园、竹类种苗基地、市树市花示范园，

详细了解翠屏区竹产业园区建设发

展、竹类种苗基地选址、竹林风景线建

设等方面情况。

在海南三亚，邓世鑫博士一行针对

当地实际，提出通过发展竹产业、打造

特色竹文化以促进乡村振兴等建议，就

如何利用海南的资源优势发展热带竹

笋产业提出了思路，并就标准化种植与

产期调整技术研究与相关企业达成合

作协议。

黄坚钦、童再康、斯金平、林新春、余

学军等科技人员，也纷纷带着硕士研究

生深入全国各地的农业生产一线，结合

各自的学科专业和科研成果，为农户和

农业企业主春耕备产出谋划策，为乡村

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科技特派员既是老师也是科技

人员，在春耕备产的关键时期，我们有

义务利用科研成果助力农业生产，真

正把论文‘写’在春耕大地上，这也是

社会赋予高校科研人员的职责。”浙农

林大社会合作处处长刘兴泉说，学校

还将根据实际需要，继续组织科技特

派员参与“三农”领域的科技服务，为

助力农业春耕生产，服务乡村全面振

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温州：打造未来乡村教育场景的风口

把论文“写”在春耕大地上
浙农林大专家教授新学期奔波在田间地头

本报讯（通讯员 张伟群 刘灿烂）
“去银行上课喽。”这几天，义乌市苏溪镇的

很多老人把这句话挂在嘴上。老人们说

的是咚咚孝义家园苏溪镇老年开放大学，

它位于义乌农商银行苏溪支行营业厅

内。2月16日，咚咚孝义家园第4期招生

开始，2天内就有220多人报名，年龄从

50~85岁都有。

咚咚孝义家园是苏溪镇老年开放大

学，也是义乌市老年大学苏溪分校，由义

乌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牵头，苏溪镇

党委政府联合义乌农商银行、苏溪教育服

务中心共同打造，是一种政校企合作的老

年教育模式。咚咚孝义家园自2020年

10月成立至今，已开设20多门课程、600

多节课时，培训老年学员1000余人。

走进义乌农商银行苏溪支行营业

厅，一楼和三楼共2400平方米的范围都

是咚咚孝义家园的“地盘”。一楼服务区

设置了“爱心助农”农产品自产自销区、

志愿者服务区、积分兑换区等。三楼有

书画区、阅读区、培训区、休闲区、养生长

廊等，装修典雅，布置温馨。

据悉，新学期除了保留深受欢迎的

太极、走秀、书法、门球等12门课程，还

新增了总裁提升精品班，包括茶道、花

艺、烘焙、企业管理等课程。此外，咚咚

孝义家园还开设了义乌小吃下乡课程，

将邀请老年学员一同制作、品味美食，费

用全免。同时，利用银行共同建设的优

势，咚咚孝义家园还推出了“银领智慧生

活”学习项目，通过金融知识普及、识骗

防骗宣传等活动，提升老年人的法律意

识。排队报名的骆阿姨感慨道：“学校在

镇上中心地段，在家门口就能老有所学，

课程还如此丰富，我们老年人真幸福。”

义乌有个办在银行里的老年大学

娃娃舞龙讨彩头

3月4日是农历二月初二，民间素有“二月二，龙抬头”
之说。3月2日，仙居县迎晖幼儿园内，孩子们正在学习舞
龙。据悉，近年来该园将舞狮、舞龙、大鼓等非遗文化融入
课程建设中，丰富孩子们的校园生活。

（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 摄）

长兴发布
中小学消费教育通用教材

本报讯（通讯员 黄牛春）2月28日，长兴发

布全国首套中小学消费教育通用教材。

教材由长兴县市场监管局、长兴县消保委和

长兴县教育局联合编制，分“小学低段、小学高

段、初中阶段”3个阶段，每个阶段共3本。教材

以消费教育知识普及为主题，针对消费教育特点

和中小学生心理特性，围绕消费与生活、消费与

安全、消费与科技、消费与文化4个领域，涵盖法

律法规、消费维权、食品安全、特种设备、网络消

费、餐饮安全、反金融诈骗等方面。编制消费教

育通用教材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广大中小学生科

学的消费观，教育引导学生如何选择理性的消费

行为。

据悉，该教材将在全国首家放心消费教育体

验馆——长兴县教育实践中心进行试点教学，并向

湖州全市各中小学校进行推广。

浦江：
重金奖励百名育人标兵

本报讯（通讯员 金建洪 高美娟）“我从师范

毕业就当班主任，到现在已经有21年了。从没想

过我能获奖。”开学以来，浦江县100位中小学教师

陆续收到一份5000元的“华龙教育奖助基金”。他

们都是经所在学校推荐，县教育局审核评选出的

2021年“华龙教育奖”百名育人标兵，其中75人为

坚守岗位育人标兵、10人为扎根山区育人标兵、15

人为突出贡献育人标兵。

据了解，奖助基金由浦江凯瑞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于2019年设立。该公司每年拿出50万元

左右作为“华龙教育奖助基金”，奖励浦江县在教育

工作中作出贡献的教师，特别是肩负育人工作重任

的班主任。

“从2019年的十佳班主任到今年的百名育

人标兵，奖助范围扩大了，奖助的目标更多地指

向了默默扎根一线奉献的普通老师。”浦江县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教育兴，人才强。留住人

才、奖励人才，继而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就要从关

注班主任的育人工作开始。此举必将带动更多

社会力量来关爱师生、关心教育，营造重视教育

的浓厚氛围。”

桐乡：
扶持大学生创业有专属银行

本报讯（通讯员 沈晓洲）最近，“浙江大学生

创业失败贷款10万元以下由政府代偿”的消息冲

上了微博热搜，一时间引发无数网友感叹。而在桐

乡，这样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探索早已开始。

2019年，由桐乡市委、市政府、市人才办、市人

力社保局、市工商联联合桐乡农商银行成立的全国

首家实体大学生创业银行，如今早已成了桐乡大学

生创业路上不可或缺的好伙伴。

“在大学生创业银行，凭信用就获得了30万元

贷款，这给了我们极大的支持！”大学毕业后，王铮

回桐乡创办了一家乐嗨乐高活动中心，经过两年的

经营，如今活动中心已经收获了不少回头客，“我们

做的是少儿益趣课程开发，刚创业时一下子要投入

几十万元，对于我这样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压

力挺大的”。他说，多亏了大学生创业银行给予的

信用贷款，让公司摆脱了创业初期的资金困局，并

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前景。

“我们还联合市人力社保局开展创客沙龙，为

大学生个人和创业大学生开办的企业提供一个了

解创业政策、交流创业经验的平台。”桐乡农商银

行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缓解创业大学生燃眉之急

的同时，大学生创业银行还建立大学生“助创联

盟”，选拔人力社保部门及桐乡农商银行政治素质

高的业务骨干，成立走访服务小组。同时还成立

由桐乡当地优秀企业家、创业者、律师、会计师等

107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创业导师团”，深入了解

大学生创业者实际诉求，实施全程化、跟踪式服

务，做到重点指导、重点推介、重点服务。截至目

前，大学生创业银行已为145名大学生发放创业

贷款1.35亿元。

3月2日，诸暨市海亮小学开展“科学防控
近视，共筑光明未来”主题教育活动，学校利用
晨会、班队课、体育课等时间教育学生掌握科
学用眼护眼等健康知识。

（本报通讯员 骆善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