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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沿着龙游县城一路向南，约莫40分

钟，汽车驶入苍翠群山，一片无垠竹海在

眼前荡漾开来，终点是素有“一街八巷六

码头”之称的溪口镇。繁华随时光褪去，

溪口镇开始在求新和守旧中寻找平衡。

2019年，衢州市在全省率先提出打造乡

村未来社区的理念。经过两年多的建

设，如今的溪口镇在保留了乡愁味道的

基础上焕然一新。

“作为共同富裕的基本单元，未来

乡村的建设既要建好房子，又要丰富脑

子。”溪口镇党委书记佘律星的办公桌

上摆着一本《龙南历史人文资源调

查》。履职8个多月的佘律星直言：“得

亏这本文献，让我一个‘外地人’迅速了

解溪口的历史文化。”这本文献的作者

是衢州学院的师生。

2019年，衢州学院创立美丽经济

学院，开展校地、校企合作。次年，衢州

学院与龙游县及溪口镇政府达成战略

合作框架，共建龙游南部山区普惠教育

综合体——浙江（龙游）未来社区（乡村）

学院。“衢州学院的校地合作，不只是做

一个项目，而是全过程、全环节、全天候

地参与。我们希望将这所‘家门口’的大

学变成‘家里’的大学。”衢州学院党委

委员、副校长郑文山说。他同时还兼任

美丽经济学院的院长。

让年轻人走进来：
“溪口是我的第三故乡”

“范老师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很

想她。”57岁的牛桂莲人未到，洪亮的声

音就传到记者耳边。而两年前的牛桂

莲却是一个“不敢运动”的人，“之前有

一次运动时我晕倒了，以后都怕了，饭

后散步我都懒得去”。牛桂莲在退休前

是一名仓库管理员，原本热爱运动的她

在退休以后反而“宅”了起来。“若是在

几年前，我都不能这样跟你说话，也不

愿意动，性格都沉闷了。”牛桂莲口中

“以前的自己”与如今的她判若两人。

“衢州学院的老师来上课了。”“大

学老师教得肯定好呀！”……偶然间，牛

桂莲听到邻居们在讨论衢州学院的体

育专业教师要来溪口镇给居民上课，

“先去看看吧”抱着围观的心态，牛桂莲

鼓起勇气来到了社区大操场。

偶然间，衢州学院体育工作部的教

师范冬香看到了躲在角落里的牛桂莲，

主动伸出手邀请她加入锻炼的队伍。“刚

开始我手都不敢抬，你看现在我可以弯

腰摸到脚尖了！”牛桂莲一边说一边展示

起来。从第一节课的10来个人，到如今

每节课都有100多号人，从只有老年人

围观，到附近的儿童甚至上班族都参与

进来，范冬香直言：“意料之外，很感动。”

老年人最关注的是什么？无疑是健

康。衢州学院美丽经济学院根据学校专

业特色，成立体医融合团队，为溪口乡村

未来社区的200多名居民免费进行体质

测试，然后为居民提供运动建议，举办科

学运动训练班和康养类讲座。

不仅教师，衢州学院的学生也来到

了溪口。每到周六早上，外国语学院学

生董佳丽都会乘坐高铁到龙游南站下

车，再赶往溪口镇。董佳丽还记得她第

一次到溪口镇的情景，那时她所在的外

语学院公益部组织学生来溪口未来乡

村游学。一下车，她就被眼前的景象惊

呆了：干净整洁的街道、充满未来感的

建筑、各种人工智能设备……书店、咖

啡馆、民宿等一应俱全，这跟她印象中

的乡村形象相去甚远。

在游学调查过程中，董佳丽和同学

们发现，随着溪口未来乡村吸引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前来创业和生活，学龄儿童

的周末和节假日如何度过成为急需解

决的问题。“如果能带孩子在家门口边

玩边学，家长也放心。”这个念头一冒出

来，董佳丽就和同学们立刻行动起来，

于是“南孔学堂”应运而生。

第一堂课上，董佳丽带着十几个中

小学生绕着溪口镇逛了一圈，一边走一边

讲解溪口的历史与现在。“不管你是老溪

口人还是新溪口人，在这里生活，这里就

是家乡，我们要了解自己的家乡……”不

知不觉中，董佳丽已经把溪口镇当成了

“第三故乡”。

“有了人气，才有干劲。”美丽经济学

院常务副院长方爱宁认为，产业振兴的前

提是人才振兴。为此，衢州学院通过在溪

口镇开展农民培训、职业技能培训、山区

普惠教育、教共体教师能力提升等活动，

将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带到山区。2021年

以来，衢州学院共在溪口组织培训30期，

累计培训2800余人次。

让创业者留下来：
“我在这里找到了‘组织’”
走在溪口老街的石板路上，两旁商

铺林立，目光不由自主地被一个店名吸

引——“一盒故乡”。走进店内，鹅形储

物盒、十几米长的巨龙、骆驼形花瓶……

这些精巧绝伦的物件竟然都是竹子编成

的。姜鹏是“一盒故乡”创始人，他是土

生土长的龙游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身

份——返乡创客。

他把“故乡”装进盒子，通过线上销

售的方式，架起一座城市跟乡村之间的

“乡愁桥梁”。“我们希望把家乡好货分

享到城市去，让更多城里人来到我们的

家乡，大家都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美好生

活。”姜鹏说。

在溪口的创客圈流行着一句话：留

住原乡人，召唤归乡人，吸引新乡人。像

姜鹏一样的归乡创客还有很多：拥有

100多亩梯田的“云小朵”张韫将研学和

文旅元素融合进农业资源开发；大学就

开始创业的雷雨，回乡创立雷老弟纯粮

酒坊，专心做纯粮原浆酒；还有来自内蒙

古的贾易冬和高丞锴，他们放弃上海的

工作，留在溪口创业，成为新乡人。

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青

春联合会的成员。说到青春联合会，不

得不提一个人，他就是美丽经济学院的

教师史震雷。他与溪口有着不解之缘，

他的外公外婆是溪口人，进入衢州学院

工作后，作为学院对接人，他来溪口的次

数多到数不清。

1935年7月24

日，衢州六烈士之

一的李子珍在家乡

溪口组织成立“溪

口联谊会”，凝聚年轻力量从事抗日救

亡活动，史震雷的外公翁琅庭正是其中

一员。80多年后，在同一片土地上，一

群充满创业信念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为家乡振兴重新组织青春联合会，史震

雷也成为其中一员。

“我感受到一种精神在我和外公之

间传承，这股力量也在我们青春联合会

里流淌。”像史震雷一样，青春联合会的

每一个创客身上都有一种情怀，困难时

互相鼓励，在各自领域精益求精，最终

将溪口未来乡村变成了一个充满创业

氛围的“快乐老家”。

很多创客坦言，返乡创业最大的顾

虑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为此，衢州学院

发挥师范类院校的专业优势，与溪口镇

中小学共同组建教共体，小学教师和大

学师范生定期交流，提升溪口及龙南山

区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素养。同时，将溪

口的幼儿园纳入学院附属幼儿园体系，

组织学前教育教师团队对幼儿园教师

进行培训，提升其教育教学及科研能

力。还将龙南山区中小学生的家庭教

育、心理教育等社区教育环节作为师范

生实习的内容，形成高校育训并举、校

地互相提升的良性循环。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李 平

问：全省职教大会要求各级党
委、政府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强
化政策保障，优化发展环境。丽水市
委、市政府如何细化政策，推动职业
教育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答：职业教育是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丽水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准确把握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战

略地位，坚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

育作为丽水经济转型升级的有力支

撑，对接地方产业、区域发展之需，助

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十三五”以来，丽水市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以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为主线，

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加强

政策保障，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2016年丽水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2020年

又出台了《丽水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发展实施意见》，对建立与我市经济

社会发展格局相适应、具有丽水特色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进行了顶层设

计和全面部署。

目前，丽水已建立随产业发展动

态调整的专业设置机制，开设覆盖现

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等

13大类的48个专业，形成县与县之间

“主次分明、优势突出、错位发展”的专

业发展格局，如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

的青瓷、宝剑专业，青田县职业技术学

校的石雕专业，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的机床制造专业等，构建山区“一

县一特”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问：按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政
府要发挥职责，健全完善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的办学体系。丽水市如何
构建地方政府统筹、高职院校牵头、
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政校行企协同
育人工作机制？

答：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符合

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技能人

才，这就要求职业学校与当地行业企

业深度合作，高职院校深度参与，共

同承担起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与丽水经济

技术开发区合作共建绿谷校区，将学

校办在开发区，将专业办在企业中，

深化资源共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围绕丽水市半导体全链条、精密制造、

健康医药、时尚产业、数字经济五大主

导产业，推进政校行企四方合作共建，

在丽职院建立丽水滚动功能部件产业

学院，在丽水技师学院（筹）建立中欣

晶圆半导体工匠学院，为丽水的半导

体、滚动功能部件等产业培养技能、管

理人才，实现招生即引才、入校即入

企、学习即培训、留校即留企。

在高职院校的引领下，丽水各县

（市、区）中职学校，紧密对接各地生

态产业，建设“一校一品”特色专业，

构建了政校行企的人才培养共同体，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松阳县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庆元县职业高级中

学分别举办了丽水市木玩产业学校、

丽水市茶产业学校、丽水市食用菌产

业学校等专门化学校，为丽水高质量

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大人才支撑。据

不完全统计，全市24万名产业工人

中，由本市职业院校

培养的各类技术技能

人才占比达到58%。

此外，丽水市每

年由相关政府部门

及有关企业联合举办丽水市师生技

能大赛，既为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搭建平台，也通过大赛来不断提高

中职学校师生专业技能水平。丽水

学生也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一等奖，实现了丽水市国赛金牌

“零”的突破。

问：丽水已经吹响建设共同富裕
美好社会山区教育样板的号角，丽水
职教将如何作为，为区域经济实现跨
越式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答：丽水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更

应大有作为。今后一个阶段，我们将

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大

会精神，立足丽水自身实际，增强职

业教育适应性，为全面建设绿水青山

与共同富裕相得益彰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丽水提供坚实的技术技能人

才支撑，重点从三个方面努力。

（下转第2版）

整体统筹 服务职教绿色发展
——访丽水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赟

衢州学院：写好地方高校助力共富的“三篇文章”

宁波：为学生成长
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导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张土良）临近

期末，宁波高二学生露露（化名）总感觉复习效率低，

做作业还总是拖拉，为此她很是苦恼，但又没有合适

的机会寻求教师的专业帮助。于是，露露点开了宁

波学生成长指导服务平台，在首页的“学业指导”栏

目里，有许多提高学习效率、战胜拖延症的对策，以

及一些科学的小训练。

为助家长教育有方、让学生健康成长，日前，宁

波市教育局正式启用宁波学生成长服务指导平台，

为学生、家长及教师提供覆盖学生成长全生命周期

的一站式公益服务，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

种困惑，全力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学生成长指导“宁波

模式”。

“一个人的成长是一脉相承的。然而，在当前教

育现状下，针对学生成长的各类关键性指导多呈‘单

兵作战’模式，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之间的

延续性较弱。”宁波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创新推

出指导平台，旨在聚焦学生入学、考试、升学、毕业等

生命成长关键节点，提供全面精准解决方案。

指导平台除了开设“学业指导”“心理指导”栏

目，还提供了适合不同学段学生的“成长工具箱”，包

括学法充电站、生涯体验站、身心倾诉站、家社协同

站等多个子项目：学法充电站，提供具体的学习方法

指导、高一选课、应考辅导等服务；生涯体验站，学生

不仅能进行性格测评、职业兴趣等多种专业测评，还

能免费获得高考志愿填报服务、预约线下一站式公

益职业体验；身心倾诉站，集结了该市教育系统专业

教师提供志愿服务，学生可拨打87368585成长热线

获得支持，预约线下公益心理辅导服务，未来还能一

键咨询线上成长导师；家社协同站则为家长提供丰

富多样的家庭教育资源。

眼下，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已被考生和家长提上

日程，新高考政策下的志愿填报让很多考生和家长

感到迷茫。该平台推出的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

能够借助大数据精准服务宁波考生，只要考生在电

脑端注册登录，把高考相应信息输进去，并填写自己

的报考意向等信息，系统就会自动生成适合考生的

个性化志愿推荐表，免费供宁波考生参考使用。

据悉，指导平台还会持续提升功能，倾力打造学

生成长数据驾驶舱系统，呈现学生个体的数字化成

长画像，让成长指导可视化，推动学生成长指导服务

的个性化供给，帮助每个学生寻找适合的成长路径。

浙师大以实际行动
服务山区26县教育发展

本报讯（记者 江 晨）近日，浙江省山区26县

教育共富发展论坛暨浙江师范大学服务山区26县

教育发展行动推进会在天台县举行。

会上，浙师大校长郑孟状介绍，推动教育发展政

策机制集成、工作系统集成、帮促力量集成，着力激

发山区26县教育发展活力，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取得标志性成果的关键之一。通过此次交流，学校

将进一步准确把握山区26县共同富裕和教育发展

的目标要求、重点任务，为浙江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

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更多有标志性、辨识度的教育

样板。

会议发布了《浙师大服务山区26县教育发展行

动计划（2022—2025）》，包含区域教育治理能力提

升、教师素质提升、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共建、联盟学

校提质、教师学历提升、定向师范生服务、学生研学

实践、产业支持、创新创业人才赋能、浙江教育样板

研究等十大行动。

此外，会议还倡议成立浙江省山区26县教育共

富发展联盟，为山区26县和高校提供一个共生、共

建、共享的协作交流提升平台。现场，浙师大还与衢

州市教育局、天台县人民政府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由浙师大和天台县人民政府共建的基础教育共

富研究院也正式揭牌。

日前，浦江县芳华婺剧团走进该县花桥乡中
心小学。学生们穿上戏曲服装，学习戏曲动作，
与专业演员们同台共舞，感受传统戏曲魅力。

（本报通讯员 方青青 郑文良 摄）

图为衢州学院教师在溪口未来乡村开展体医融合训练图为衢州学院教师在溪口未来乡村开展体医融合训练。。

编者按：近期召开的全省职业教育大会提出，要加快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形成人才培养高质高效、

发展需求有效满足、社会大众广泛认可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格局。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聚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热

点难点话题，本报即日起推出《职教高质量发展大家谈》栏目，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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