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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一夜

春雨洗掉了大半初春寒意，和煦的阳

光滋养万物生长。新桥街上静静矗立

的孔氏南宗家庙，诉说着衢州这座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与众不同。

记者走在衢州街头，南孔文化的

符号随处可见，整个城市浸润在儒学

风尚中，“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可谓名

副其实。一个长长眉毛盖住眼睛的Q

版“南孔爷爷”格外引人注目，细问才

知，原来这来自衢州学院。

近年来，衢州学院扎根儒学沃土，

用高校的智慧激活传统文化，探索出一

条以南孔文化育人的特色道路，让南孔

文化真正做到重重落地，生根发芽。

“原来孔子离我们这么近！”

“南孔爷爷”成为衢州代言人
“这是‘南孔爷爷’卡通形象刚刚

推出时，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一见到

“南孔爷爷”的设计师徐明，记者就迫

不及待地问出疑惑良久的问题：“为什

么‘南孔爷爷’看不到眼睛？”

轻启茶盏，落茶倒水，徐明不紧不

慢地斟茶待客。“在设计孔子的形象

时，眼睛是最难的部分。后来我们决

定，用长长的眉毛把眼睛遮挡起来，因

为孔夫子智慧的光芒太耀眼了。”徐明

解释得很轻松，但“南孔爷爷”卡通形

象的诞生却实属不易。

从想法诞生，到2016年正式推出，

“南孔爷爷”卡通形象几易其稿。2018

年，经过重重选拔，“南孔爷爷”正式成

为衢州的城市卡通形象。经过改良和

推广，“南孔爷爷”不只是单一的卡通形

象，而是成为融合表情包、科普动画、漫

画、联名产品等衍生品的文化IP。

“南孔爷爷”诞生于衢州学院，并

非偶然。20年前，徐明毕业后就来到

当时还叫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的衢

州学院工作，油画专业出身的徐明有

着超强的艺术敏感度，他认为城市动

漫IP和潮流艺术IP将大有可为。“学

校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让我能在

一个行业深耕多年，只做好一件事。”

徐明说。

除了“南孔爷爷”IP，徐明动漫IP

设计工作坊还做了更多文旅IP的尝

试，比如敦煌“莫玉”、嵊州王羲之、牛年

“牛富贵”等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具象符

号的尝试，还有像龙游溪口地域卡通IP

“笋宝”“竹宝”，用当地特色物产带动当

地文旅发展。如今，徐明在衢州学院教

授视觉传达设计，“从学生身上，我也能

学到很多，比如年轻人的喜好和视

角”。徐明动漫IP设计工作坊也是设

计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

走在衢州学院的校园，习习儒风

扑面而来。校园里随处可见的“儒学

文化”标识，传达出这所高校已经将南

孔文化基因植入育人全过程。

“学会两条腿走路！”

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
春节前，一则喜报传到衢州学

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锡

标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项目《孔氏南宗文献丛书》，荣

获浙江省第二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奖。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共48册，内

收南宋至民国时期各类著述40余种，

收录孔氏南宗族人的著述41种，记载

孔氏南宗的著述2种。《孔氏南宗文献

丛书》的编纂出版，是继明代衢州知府

沈杰整理汇编《三衢孔氏家庙志》之

后，对孔氏南宗文献所进行的一次系

统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出版。

“让古籍‘活’起来！”秉持着这一

初心，吴锡标历时3年有余，将南孔后

人散落的文献收集整理起来。在国家

图书馆举行的《孔氏南宗文献丛书》发

布暨南孔文化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

致认为，该成果是衢州学院积极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

重大嘱托精神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构

筑了孔氏南宗研究的新高地。

“我理解的‘让南孔文化重重落

地’需要两条腿走路，脚踏实地。”吴

锡标提到的“两条腿走路”是，既要

进行学术研究，挖掘南孔文化精神内

核，为南孔文化提供学术支撑，又要

让学术研究通俗化。“南孔文化不是

高高在上的，而应该在民间流淌。”

吴锡标说，2000多年前，孔子及其弟

子游历诸国传播儒学文化，做的正是

这件事。

在衢州，有一位被尊称为“老爷

子”的孔家后人，他叫孔祥楷，是孔子

的第75代嫡长孙。他曾经说过：“孔

夫子不是我个人的，也不是衢州的，他

是社会的、人民的。”

孔祥楷生前应衢州学院之邀，长

年开设“文化漫谈”课程，向学生传授

中篇小说写作、话剧及导演、合唱与指

挥、音乐欣赏与作曲、传统思想与儒家

学说。每年教师节，学校还会邀请孔

祥楷给年轻教师讲座，将儒学文化融

入师德师风建设。

如今，南孔文化研究中心一方面

承担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教育部人文

社科研究、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省社科

规划等省部级以上南孔研究课题1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4部，发表孔氏南

宗研究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另一方

面，编纂了图文并茂的《孔氏南宗》普

及读本，开设“论语导读”“论语的智

慧”等人文素质通识教育课程。2020

年，“南孔文化”课程被认定为浙江省

一流本科课程。

“演过颜回，你就是颜回！”

学生成为赓续南孔文化的生力军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

魂……”舞台上，一束灯光亮起，孔传、

孔端禀、孔琼等人物悉数登场。在衢

州学院学生的演绎下，孔子第四十八

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族人百余人

扈跸南渡，寓居衢州的历史故事缓缓

展开。

舞台上，学生全身心投入演出，舞

台下，指导教师马丽敏的眼角湿润

了。没有人比她更了解，为了这场演

出她和学生们付出了多少。“在一遍遍

磨戏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了解到那

段历史，对南孔文化的内核也有了深

切的体会。”马丽敏说。

“如何让南孔文化‘活化’？”是入

职衢州学院后，一直萦绕在马丽敏心

头的问题。站在讲台上的她，总觉得

南孔文化离着学生有点远。在大学

的时候，马丽敏就喜欢看话剧、演话

剧，突然一个念头在她心中产生了：

“组建个学生话剧社团，不就离学生

近了嘛。”

万事开头难，马丽敏发现学校里

不仅没有戏剧类学生社团，很多学生

甚至没有看过话剧。一开始，马丽敏

既是导演又是编剧，手把手教学生

演。2017年，话剧社正式成立，取名

为目目剧社。“目目既是衢州之‘衢’的

一部分，又象征着我们用话剧带着学

生回看历史，展望未来。”在马丽敏的

解读下，这个名字意味深长。

目目剧社第一场正式演出的剧目

是《颜回传》。灯光开启，本来紧张到

哆哆嗦嗦的学生立马进入情绪；灯光

关闭，舞台下掌声雷动。“在回来的车

上，学生们哭了，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

感受，或者是震撼。”说到当时的情形，

马丽敏仍记忆犹新。

“老师，我考上教师了！”“老师，我

面试第一名！”每年毕业季，话剧社学

生跟马丽敏报喜的消息总是响个不

停。“通过排演话剧，学生们提升了人

文素养，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

了！”马丽敏欣慰地说。给学生指引了

一条路，学生在这条路上看到了美丽

的风景，对一个教师而言，没有什么比

这更有成就感了。

在衢州学院，除了排演话剧，以南

孔文化为核心的社团活动还有很多，如

学而社、南孔书社、古琴社、汉服社等。

学生们相约研读论语、抚琴怀古……校

园内，传统文化正在以接地气和年轻

的姿态，迸发出蓬勃生命力。

“学校坚持以文铸魂、以文育德、以

文传道，把地方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课

程思政资源和校园特色文化，形成以学

术为支撑、以环境为载体、以课堂为阵

地、以实践为路径的‘四位一体’育人新

模式。”衢州学院党委书记杨玲说。

□杨朝清

日前，一则“扫地阿姨刘珍华成

大学生导师”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

网友质疑学校聘用程序和录用标

准。10年前，湖南某职院在湘潭建校

办学时，刘珍华被拆迁安置在学校对

面小区。依靠安置房门面、空余房出

租及其他收入生活，刘珍华并不缺

钱，但她不想闲着，于是申请并获得

了学院内一份清扫工作。

在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中，高校

教师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需要接

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既没有太高的

学历又年过六旬的扫地阿姨显然打

破了人们的固化思维。一些人习惯

“阴暗想象”和“恶意揣测”，质疑其

中存在猫腻和藏污纳垢的暗箱操

作。实际上，这种蜻蜓点水、断章取

义的“浅阅读”，本来就很容易造成

误读和曲解。

作为大学生劳动教育课的指导

教师，这个扫地阿姨类似于高校盛行

的业界导师、兼职导师，具有一定的

荣誉性和象征性。高校可能会向她

支付一定的酬劳，但二者并没有签订

劳务合同、没有建立契约关系。“扫地

阿姨成大学生导师”只是全员育人的

一种革新，和办理了入职手续的教师

有着本质的区别。

虽然和持有教师资格证的高校

教师有所差异，但扫地阿姨同样可以

起到育人作用。在物质生活丰盈富

足的背景下，刘珍华并没有沉湎消费

与享乐，而是选择了在平凡的世界里

做一个看上去并不够光鲜、体面的普

通劳动者。真正热爱劳动、认同劳

动，不为物质诉求而为满足精神需

要，刘珍华有着与一些人不一样的精

神世界。

卖力干活、把学校楼道擦洗得

整洁干净，不缺钱也不想闲着的刘

珍华，并没有将扫地当成“打酱油”

和“玩票”，而是做到了“干一行爱一

行成一行”，成为劳动者的榜样。面

对旁人的目光，她乐观自信、自尊自

强，敞开心扉主动去接纳别人……

“扫地阿姨成大学生导师”不仅是一

所高校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和价值

认同，也彰显了育人理念的转变。

不论是“给后勤人员敬礼”，还是“宿管阿姨成

名师”，抑或“保安成生活思政导师”，越来越多的高

校认识到普通劳动者的育人功能，通过教育创新来

改善和优化劳动教育。在劳力基础上劳心，给予大

学生精神家园建设以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打破“出

身论”的“扫地阿姨成大学生导师”，做到了切中时

弊——部分大学生不会劳动、不愿劳动甚至鄙视劳

动，进入职场之后也缺乏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

神。与说教相比，“扫地阿姨”的言传身教、躬亲示

范，显然更有吸引力和说服力。

让劳动更有价值、劳动者更有尊严，离不开劳

动教育的春风化雨。扫地阿姨成大学生导师，不仅

有助于大学生提升劳动技能，也有助于精神补

“钙”，增强大学生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

校企合作“星智造”

浙纺服职院

人才培养再添新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王国海）近日，“星智造”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基地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挂牌。同

时，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向该校捐赠价值100万元的

全成型电脑横机及专用软件。这是继该校成立华羽金顶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基地以来的又一校企合作的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基地。

根据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基地协议，浙纺

服职院与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国内一流的现

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基地，每年招收1个30人左右的现代

学徒制“星智造”班，进行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学生在毕

业前不仅要修得规定学分，还要达到企业用人要求，才能

获得毕业证书。

据了解，早在2017年，浙纺服职院就与宁波华羽金

顶时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了现代学徒制班级——“华羽

金顶”班，由校企双方共同制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

案。企业全程参与专业人才培养，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

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

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

学习对接……这样的教学模式给学生最直接的感受是企

业教师的课变多了，课堂变得更接地气了。

院长郑卫东表示，此次共建“星智造”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基地，聘请6名企业专家为学校产业导师，就是希

望校企共同培养“慈星之星”“纺服之星”“数字化之星”

“匠艺之星”，让更多的学生通过努力成为一流企业的卓

越技师。

扫
地
阿
姨
怎
么
就
不
能
当
大
学
生
导
师
？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
——衢州学院奏响以文育人“三部曲”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哲 洪丽丽）
“坚持做献血志愿者、成为国际工业与

能源物联网创新发展大会的志愿者、

参加世界青年科学家（温州）峰会的志

愿者活动、助力返校复学和社区防疫

等工作……”近日，在温州理工学院

“最美大学生党员志愿者”评选活动

中，说起自己大学期间参加志愿服务

的经历，来自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四

学生张洁琼如数家珍，从大一到大四，

她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已经超过200个

小时。

在温理工，党员从事志愿服务已

经成为一项传统。早在 2008 年 3

月，学校就率先推出了“预备党员50

小时志愿服务制”，明确大学生预备

党员在一年预备期内利用课余时间，

根据自身学习、工作的特点自选方

式，自愿无偿地参加至少50小时的

社会志愿服务，并视服务质量为预备

党员转正的必备条件。历经 10 余

年，共有3000多名预备党员参加了

活动，服务时数达30万小时，集中开

展服务 500 余次，分散开展服务近

2.5万余次。

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学生陈益

已经在宁波的一家公司专职从事党

务工作两年多，虽然跟所学专业相差

甚远，但大学期间从事志愿服务的经

历也成为她求职的敲门砖：“在大学

期间参加志愿服务，充实了我的大学

生活，同时在帮助他人的过程当中，

自己也得到了成长。现在我从事党

务工作，不仅自己要继续做好志愿服

务，同时也鼓励更多的员工利用专业

特长去服务群众。”

据悉，为进一步优化“50小时志愿

服务制”，强化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

预备党员、正式党员的引领作用，温理

工又对党员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了升

级，推出了“350”志愿服务制度，即在

党员发展3个阶段均开展50小时志愿

服务，实现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规范

化、制度化，并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

特长及服务单位、服务群众的实际情

况和不同需求进行分类匹配，切实提

高志愿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大学生入党积极分子、预备党

员、正式党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做

好大学生‘350’志愿服务制就是抓制

高点，抓主动权，抓核心竞争力，有利

于进一步丰富党员发展过程中的教育

内容，把履行义务内化为积极向党组

织靠拢的自觉行为，充分发挥学生先

进分子的主体作用。”温理工相关负责

人表示。

近日，宁波诺丁汉大学打造的首个沉
浸式互动学习实验室——V-ROOM正式
启动，并面向全校师生开放。据了解，该
实验室搭载的设备支持大空间自由行走、
360度全景虚拟教室、人机交互、多人实
时互动等多种先进功能，旨在通过虚拟交
互尖端科技创造一个更具互动性和沉浸
感的混合教学环境。
（本报通讯员 苏钧天 张欣然 摄）

这个实验室有点酷这个实验室有点酷！！

强化学生先进分子的引领作用

温州理工学院首推“350”志愿服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