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2003年6月，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以下简称“千万工程”）的重要决策。自此，几万个村庄的命运被改写，一幅“百姓与环境共美，山水与经济共富”的乡村画卷在广

袤的之江大地上徐徐展开。20年来，聚焦为“千万工程”增值赋能，浙江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凝心聚力投身到“千万工程”的伟大事

业中。本报即日起推出“助力‘千万工程’，焕发‘万千气象’”系列报道，介绍师生们助力乡村振兴的典型事迹。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几许新墙掩旧舍，一条古道通茶林。

改造后的云松自然村一步一景，整个村庄

就是一个景区。到了晚上，星空露营、书

房球场，这些能供夜间娱乐的场所多了，

村子里的年轻人也逐渐多了起来。

云松自然村的变化是绍兴市越城区

鉴湖街道坡塘村“脱胎换骨”的一个缩

影。越来越年轻化、文艺范儿，坡塘村正

成为周边城市居民向往的“诗和远方”。

蝶变背后，有一群来自绍兴文理学院

的年轻“设计师”。他们为坡塘发展出谋

划策，为IP打造集思广益，用年轻人的思

维与眼光勾勒未来乡村图景，激活了坡塘

村的青春因子。

村里来了“会讲故事”的大学生
一道普通的炖鸡煲，因为添加了几颗

千年银杏果，就有了值得说道的故事；一

泓清泉水，因为从悬空倒挂的茶壶嘴里流

出，就成了缥缈的云壶飞瀑。被大学生们

口口相传的故事，后来频频出现在微博、

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故事里的坡塘

村，不仅风景秀丽、民风淳朴，还是距离城

市最近的茶园。

但在老越城人的印象里，坡塘村“蛮

乱的”。缺少规划的建筑和公共设施在村

里各处“野蛮生长”，邻里纷争不断。彼时

的坡塘村被戏称为“破塘村”。

2016年6月，罗国海出任坡塘村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改造老街、新修公园，

他用7个月完成了村容村貌整改。在“千

万工程”的语境里建设未来乡村，美丽只

是村庄的底色，能带动村庄发展、村民富

裕才是个中关键。罗国海发现，守着漫山

遍野的自然资源，“讲好绿水青山的故事，

才有金山银山的路子”。

坡塘村能挖掘哪些故事？谁来讲好

坡塘故事？一筹莫展之际，绍兴文理学院

师生的出现恰似一场及时雨，化学化工学

院研究生党支部与坡塘村签订校地融合党

建共建协议。通过座谈交流，大学生们的

话逐渐打开了村干部的思路。“千年银杏

果”“范蠡养过的鱼”“莲花落里的清新坡

塘”等一批创意故事和点子被“碰撞”出来。

让“懂文化的人帮着讲文化”，坡塘

村着手恢复革命烈士金子定故居、建设

乡村艺术馆、改造云松客厅等，还对范蠡

养鱼筑坝遗址加以修缮保护，将范蠡泛

舟隐退、唐茂盛拜师学艺等文化场景融

入村庄布景……

大学生变“小先生”
原来把文化讲好可以带来这么多附

加值，罗国海意识到，村庄要发展，光靠村

干部是不够的，每一个村民都要参与进

来。首先要改变的是村民的思维，于是，

他向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徐青提要求，

能不能让大学生给村里的老人、孩子“上

上课”。

文化礼堂作课堂，大学生变“小先

生”，一场场贴近生活的知识宣讲活动把村

民们聚拢起来。“厨房里的微生物风险”讲

的是食品安全和健康养生；“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讲的是生态保护和无废城市创建；

“智能手机摄影”则要帮助老人融入年轻人

的世界。面向村里孩子的科普大讲堂也开

起来，有趣味科普实验、化学知识讲解、兴

趣拓展辅导等。“看起来在传授知识，其实

也在改变认知。”大学生们不经意间的一

句话或许就能触动、影响乃至改变村民。

云松自然村划出地块建停车场，当

村委会作出“停车不收费”决定时，不用

多说，村民们就理解了村干部的良苦用

心。因为大学生们曾经分享过流量的概

念，村民知道把“流量”变“留量”，景区化

的村庄才会发展得更好更长远。寒暑假

时，科学教育专业学生何解语会和其他

学生一起到村里调研、和村民攀谈。学

生们提出的建议，村民都会认真听取、积

极采纳。后来遇到村民工作做不通的时

候，罗国海也会想办法找大学生给村民

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可比我这个村党

委书记讲话管用多了”。

文艺活动扮靓乡村
云壶飞瀑、云山小道、云福广场……

改造后的云松自然村有了自己的“云松十

景”。在大学生们的建议下，坡塘村将年

轻人对拍照打卡的场景、氛围诉求融入村

庄建设规划。每一景都是一个打卡点，不

仅精心设计布局中心景观，还兼顾了打卡

点四周的环境，并标注了最佳拍摄位置。

把游客吸引来是第一步，怎么把游客

留住并转化为推动坡塘村发展的后续力

量，才是关键。大学生们又给坡塘村出谋

划策，建议多推出一些自有品牌的创意活

动。于是，当其他地方还在“卷”大小长假

的传统活动时，坡塘村已经先后打造了

“绿野仙踪”山地跑、“寻找秋天”摄影展等

一批具有云松辨识度的创意活动。

看到云松自然村销售自制茶饮和咖

啡时选用的是印了“福”字的纸杯时，应用

化学专业学生李婷菲比村干部还着急，

“这纸杯太没有云松特色了”。于是，在和

村干部座谈交流时，李婷菲提出特色乡村

IP建设、打造特色乡村名片，“坡塘村下辖

的坡塘、盛塘、云松、应家潭等自然村都各

有特色，还可以进行IP联合”。

经过大学生的提醒与协助，“云松十

景”的四季美图被制作成相册和明信片，

然后衍生出一幅幅国画、油画、水彩画，继

而由画及字、由画入诗、由画成文，再将其

制作成各式文创产品。罗国海感叹，不断

丰富文化内涵和文创形象后，“云松十景”

真正带动了村庄的旅游经济发展。

“老破小”乡村变形记
绍兴文理学院师生打造“青春坡塘”

助助助助力力力力““““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千万工程””””

焕发焕发焕发焕发““““万万万万千气象千气象千气象千气象””””

责任编辑：金 澜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92

E-mail：zjjyb1@163.com2 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

综合新闻

温州市智能泵阀学院
落户温职院

本报讯（通讯员 周茹茹 林强强）10月
13日，第二届中国（温州）国际泵阀展系列活

动在温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温州市智能泵

阀学院在开幕式上正式揭牌。

泵阀产业作为温州市传统优势产业，是

温州“5+5+N”产业布局和打造两大万亿级产

业集群的重要一环。新成立的温州市智能泵

阀学院由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温州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政校共建，落户温职院永嘉学院。

学院将以机械设计与制造（阀门设计与制

造）、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机器人技术等

优势专业为支撑，以破解温州泵阀产业转型

升级缺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难题为目

标，致力于培养一线生产现场工程师、智能制

造系统运维工程师及工艺技术人员。

“智能泵阀学院将依托温职院现有的产

学研服务平台，助力温州泵阀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助推温州传统制造业提档

升级。”温职院永嘉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绍兴柯桥区设立
“校警银”共建服务站

本报讯（通讯员 余铁成）日前，绍兴市

公安局柯桥区分局柯桥派出所联合广发银行

绍兴分行深入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向广

大师生科普金融知识，并设立了“校警银”共

建服务站。

由于社会阅历尚浅、缺乏反诈意识，面对

层出不穷的校园诈骗手段，有大学生不幸“中

招”。“高校一直是诈骗的高发区，这次银行跟

派出所主动走进校园，为广大师生提供反诈

宣传，让学生深入认识什么是校园贷、网络

贷，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反诈意识。”浙工大

之江学院保卫科科长高翔说。

防范高校电信网络诈骗是一项庞大的工

作，需要高校、公安、银行等相关部门齐心协

力群防群治。下一步，“校警银”三方将在服

务站开展金融反诈常态化宣教，设立专门的

宣传栏和24小时银行专人咨询电话，持续向

在校学生普及金融安全知识，增强学生法治

观念，筑牢校园防诈安全墙。

浦江出台
研学产业专项扶持政策

本报讯（通讯员 严顺华 钱关键）为深

入推进“文旅富县”战略，全面构建面向学生

群体的新时代劳动教育、研学旅行、社会实践

等综合实践教育新体系，近日，浦江县出台了

进一步推动研学和实践产业发展的意见。

该意见明确了从政策扶持、品牌建设、要

素保障等方面对研学和实践产业发展进行扶

持，对客流引入、基地（营地）建设、品牌创建、

优秀企业（人才）等进行奖励，对组织、用地、

培训等方面进行要素保障。根据需要，每年

安排不少于50亩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专项

用于研学和实践产业项目；新（扩）建研学旅

行基地（营地）项目，最高可补助100万元；旅

行社或机构年度输送研学和实践过夜游客

1000人以上，给予不同等次奖励；单项扶持

资金奖励最高达到200万元。

“我们出台研学产业专项扶持政策，主要

是为了做精做优耕读研学、孝义研学、书画研

学、亲子研学四大主题板块，积极推动创建

‘国家级营地’，形成板块集聚、串点成线、特

色鲜明的研学旅行新格局，打造浦江文旅产

业新的增长点。”浦江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刘丹丹）容纳200人

的报告厅全部坐满，还在最后一排后面加

了十几个临时座位；两个小时的会议，中

途几乎无人离席；会议地点在距离城区20

多公里外的一所农村学校……10月 13

日，距离教育部颁布的《校外培训行政处

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

还有2天，金华市婺城区中小学课后服务

工作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进校园现场会在金华市仙源湖实验学校

召开，参会人员是全区所有中小学分管副

校长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

《办法》的重要条款有哪些？何为超出

办学许可范围的行为？《办法》出台对校外

培训机构有哪些利好，该如何把握？会上，

金华市人民政府督学、市教育局“双减”工

作督查组组长、市教育局行风监督组组长

吴仲池进行了详解，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

最关心的问题在这里一一找到了答案。

“《办法》的出台对规范校外培训行业有

利好，各培训机构需依法办学，确保规范管

理，不打‘擦边球’，配合学校教育。”有着多

年校外培训机构监督经验的吴仲池，第一时

间对《办法》进行了学习研究。他认为，《办

法》犹如一颗启明星，也是一场及时雨。

“会议给我们机构吃了一颗‘定心丸’，

帮助我们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之后将继续

加强教学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致力于培

养孩子的艺术兴趣。”金华市杏儿舞蹈艺

术学校的负责人作为进校园“白名单”培

训机构代表作了表态发言。据了解，来参

加本次现场会的有许多是没有进入“白名

单”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代表，正是

那张规范、高质量的“白名单”吸引了他们

自发前来。

而在这场座无虚席的会议背后，还有

一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力量：婺城区教育

局坚持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校园

“白名单”工作作为提升课后服务质量、落

实“双减”政策的抓手。下一步，该区“双

减”工作专班将通过建立报备上岗制度、

服务质量评估机制、多部门督查机制等举

措，不断提升“白名单”机构进校园的服务

质量。

一场座无虚席的现场会

□本报通讯员 翁盛槟 邓小雷

10月13日，衢州学院2022级汉语言

文学专业本科生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劳动教

育实训课。这一周里，他们走进学校工程实

训中心，开展非遗传承、电工、创客和钳工等

项目的劳动教育实训。不一样的体验让学

生们大呼过瘾，“跨学科的劳动教育学习，打

开了我们文科生的思路，介绍了衢州当地非

遗文化，普及了电工电路等常规劳动生产知

识，还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工匠精神”。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校发现人文

社科类专业学生的工程知识较为匮乏，科

学素养及工程实践动手能力比较弱。自

2016年起，由学校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

心）面向人文社科类专业本科生开设“工

程训练C”课程，此后，课程又加入了劳动

教育理论模块，并更名为“劳动教育”。目

前已成为学校劳动教育系列课程之一，主

要承担完成在校生的第一课堂教育任

务。据悉，该课程包括8学时理论课程和

32学时劳动实训课程两个部分，共计40

学时，在一周内完成教学。

其中最受学生期待的是劳动实训课

程。衢州学院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心）劳

动教育教研室主任陈澜介绍，在这个环节，

学生们会走进学校工程实训中心。在那里

不仅可以接触到钳工、车工、磨工、铣工、电

工、线切割、电火花加工、数控加工等诸多工

种，还能学习到陶艺、蛋雕、竹编等非遗技

艺。“非遗技艺都是邀请传承人和工艺大师

来授课，校内教师担任助教，他们在讲文化

的同时，还会讲传承、讲劳动。”陈澜说。

同时，衢州学院还鼓励学生打破各学

科和专业间的壁垒，放飞灵感和创意，自己

动手去将想法转变为产品。在学校工程实

训中心内有功能丰富、工具齐备的“创客空

间”，只要预约申请，就可以共享使用工作

室的电子仪器、设计软件等各种工具。在

学校的支持下，学生的许多奇思妙想变成

了现实：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

生与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学生合作，设计制

作出一款“多功能遮羞怀抱式哺乳衣”；音

乐专业学生通过模块搭建和程序编写，制

作出了会音阶发音的倒车雷达；小学教育

专业学生通过设计制作自动避障小车，感

受无人驾驶科技的神奇魅力……

“学校‘劳动教育’课程面向全校学生

开展，但在具体实施中，充分考虑了人文社

科类专业学生的认知程度和学习特点，从

更容易被他们接受的角度出发，重构了课

程体系，打破了传统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只

讲解理论知识，缺少实践内容和课程特色

的授课方式。”衢州学院副院长吾国强说。

2022年，这门课程入选首批省级劳动教育

一流本科课程（教学团队）。

衢州学院：给文科生开设劳动教育实训课

10月 16日是世界粮食日。东阳市横店小学教育集团
横店校区举行“兴粮节粮，你我‘童’行”主题活动。学生们
在课堂上认识了五谷杂粮，课后又走进田间地头，学习水稻
种植知识。

（本报通讯员 黄程燕 摄）

兴粮节粮 你我“童”行

10月12日，安吉县社区教育学院天荒坪
分院（安吉县天荒坪镇老年学校）邀请医务人
员，到银坑村开展口腔义诊活动。图为牙医
为村民进行免费口腔检查。

（本报通讯员 何清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