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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淑芳

文化是教育的基础，教育的本质

是以文化人。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浙

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立足历史底蕴，

深挖红色元素，涵养组织文化，通过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着力回答好“为

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推动主题教育入脑入

心、见行见效。

在历史文化积淀中找准高质量

办学方向。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下史、

未来学。110余年来，机械工程学院

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

相连。为全面呈现悠久发展历史和

丰硕办学成果，学院坚持以学铸魂，

修建院史展览馆，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一方

面，坚持修史知史，打造有学科底蕴

的展示平台。院史馆以史实和史料

为依据，结合图文、实物、音像等多种

形式，展示学院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

人物、重点事件和重大办学成果，帮

助广大师生感受学院筚路蓝缕、砥砺

前行的发展历程，感悟前辈艰苦创

业、矢志报国的奋斗精神。另一方

面，坚持学史用史，建设课程思政教

育基地。开设“院史馆里的思政课”，

推动师生共学共讲蔚然成风，让师生

通过学习院史了解优秀名师和卓越

校友，明确学科发展方向、国家战略

导向、国际研究动向，促进有使命感

的学习和有责任感的教学，激励服务

“国之大者”的担当作为。

在红色文化挖掘中探索高水平

育人模式。机械工程学院坚持以学

增智、以学正风，提升政治能力、思维

能力、实践能力，厚植“红”的底色。

2017年，学院牵头组建马兰工作室，

以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军挂像英

模、参与新中国全部 45 次核试验的

1960届院友林俊德感人事迹为原点，

围绕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程开甲

等“两弹一星”元勋，着力讲好浙大人

扎根大漠戈壁为国铸核盾的马兰故

事。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学院全力做

好马兰精神的学习文章：组建从校

内到校外、从学科到思政、从专职到

兼职的马兰精神宣讲队伍，将英模事迹和精神讲给

年轻一代听；建设沉浸式育人主题空间——马兰

园，打造户外思政教育新图景；加强与马兰基地交流

合作，常态化组织马兰支教活动，拓展校外资源和平

台；编写林俊德院士事迹书稿，完善马兰精神图谱；

推动每个学生党支部对接一位国防军工就业校友，

强化家国情怀教育。今年，学院毕业生中前往中西

部、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重点单位就业的人数较往年

有大幅提升。

在组织文化引领中推进高标准队伍建设。机械

工程学院坚持以学促干，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

力，形成干的合力，以一流标准建设教师队伍。一

是强化理论学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层

领导干部读书班成员带头领读，系所负责人和教工

支部书记互相荐读，全体教师潜心研读，全面学习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

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二是深化调查研究，坚

持走出去、沉下来，聚焦制约学院高质量发展的瓶

颈问题和关系师生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开展

“解剖式”调研，把对策提准，将成效抓实。三是优

化支部建设，打造使命引领型基层党组织，迭代升

级“党建引领、基地带动、科研突破”的发展范式，建

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和科研大团队的党支部，促进基

层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成风为先，化人为要。机械工程学院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发扬“心怀国之大者，矢志国之重

器”的优良传统，聚力党建引领下的文化建设，营造

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文化氛围，引导广大师生坚定

理想信念、投身强国伟业。

（作者系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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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通讯员 张 颖

在“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枫桥

镇，学生们通过走进枫源村历史现场，还

原历史故事，梳理发展脉络，用心领悟

“枫桥经验”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在

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学生们访谈了枫

桥镇的4名乡镇干部和村民，认真聆听

并记录下他们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

解……连日来，绍兴文理学院思想政治

教育（师范）班的全体学生来到枫桥镇，

在这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宝

贵经验，也是一座教育“富矿”。近年

来，绍兴文理学院深挖身边这一红色资

源，通过党建融合、课堂育人、研究阐

释、实践转化等，在传承创新中擦亮了

新时代“枫桥经验”金名片。

用好身边的“活教材”
从绍兴文理学院到位于枫桥镇的

枫桥经验陈列馆，只有 30 公里的距

离。对于绍兴文理学院的师生来说，

“枫桥经验”既是身边的“活教材”，也是

“学而时习之”的大课堂。

“兴村共富”实践团、“基层治理”实

践团、“致敬‘枫桥经验’”实践团……每

逢暑期，绍兴文理学院就会组织马克思

主义学院全体师生，组建一系列社会实

践团，前往枫桥镇的栎桥村、杜黄新村、

乐山村等地，开展以深度调研为主的暑

期社会实践。基层治理的制度保障、乡

贤资源的物质支持、产业融合的转型发

展等一系列持续推进“枫桥经验”创新

发展的实践，都加深了师生们对“枫桥

经验”时代活力的认知体悟。

此外，该校还积极与枫桥镇合作，

陆续在枫源村、浙江首批未来乡村建设

试点村杜黄新村等地建立了红色研学

基地，组织开展了“新时代‘枫桥经验’

和乡村振兴”主题教学、“‘枫桥经验’与

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教研等一系列活

动。除了本校师生，学校还先后组织了

诸暨市学勉中学等8所中小学的师生

共同参与。

“枫桥经验”进校园
今年5月，“致敬‘枫桥经验’”实践

团学生宣讲员仲蕾以“致敬六十载‘枫’

景路”为主题，在绍兴文理学院开展宣

讲。该宣讲以互动问答等大学生喜闻

乐见的形式带着大家跨越时空，身临其

境地置身于“枫桥经验”的发展故事中，

感受“枫桥经验”的理论魅力，获得了在

场师生的一致好评。“要把我们实地学

习的‘枫桥经验’，通过宣讲等方式带回

学校，传递给更多的学生，让更多人了

解‘枫桥经验’，也为大家传承弘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提供启发。”仲蕾说。

绍兴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委书记、副院长陈红介绍，近年来，围

绕“枫桥经验”，马院打造了“时政进校

园”、“越讲越红”大学生理论宣讲团、

“绍兴文化青年说”等思政品牌活动，

将思政课堂与课程思政、校园课堂与

社会大课堂和网络新课堂结合起来，

让“枫桥经验”在校园中“活”起来。

今年7月，绍兴文理学院还与绍兴

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合作推动“枫桥

式”平安校园建设，并成立绍兴市公

安局越城区分局绍兴文理学院警务

站，创新“枫桥经验”进高校机制，探索

解决学生矛盾、促进高校安全稳定、提

升高校管理服务水平的新路径，打造

“校警高效联动”的校园安全治理模式。

传承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这段时间，绍兴文理学院协商民

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裘

斌正在枫桥镇做“枫桥经验”的乡贤文

化基础调研。在他看来，关注“枫桥经

验”的乡贤文化基础，其目的是探索传

统乡贤文化与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为主体的新时代乡贤

文化融为一体。

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特点、新

要求、新矛盾，如何坚持好、发展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如何持续创新基层

社会治理理念和方法？近年来，绍兴

文理学院充分发挥学科资源和人才智

力优势，不断强化咨政服务与社会服

务，扛起了“枫桥经验”发源地高校的

责任担当。

2018年 5月，绍兴文理学院协商

民主与基层治理研究中心成立。该

中心从“协商民主基础理论研究”“基

层协商模式及适用性研究”“浙江基

层治理经验研究”3个方向开展研究，

提炼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

浙江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实践经

验，致力于打造该领域的学术高地和

重要智库。

绍兴文理学院还积极引导和支持

青年学子参与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学

习、调查和研究。近3年来，该校马院

学生申报各级各类以“枫桥经验”为主

题的课题10余项。学生陈晓佳、高津

津、毛张敏等还在裘斌的指导下深入

枫桥镇调研基层治理的新时代实践，

主持了“基层治理现代化中乡贤的地

位和作用”“治村型乡贤主导下的乡村

治理”“村域善治视域下越地乡贤资源

的发掘和利用”等3项国家级大学生创

新项目。

“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

断发展，与时俱进。作为‘枫桥经验’发

源地高校，我们要在循迹溯源上走在前、

作示范，传承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

绍兴文理学院党委书记汪俊昌说。

□本报通讯员 王国海

“小学时，我动手拆了玩具车，观察

齿轮、弹簧的运动，可是一堆零件再也

装不回去了；中考的成绩不太理想，我

进入职高读机械，自己设计、制作了一

辆木头玩具车，也更坚定了我对机械工

程的热爱。”始于热爱，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教师叶宏武用20多年完成

了职高生到教授的跨越。

前不久，叶宏武被授予了“浙江省

师德楷模”称号，并以省高校黄大年式

教师团队牵头人的身份，受邀在省高校

新教师培训课上开讲“第一课”。

“我成绩不算好，但运气还不错。”

1993年春天，叶宏武在宁波一家工厂

实习。一年不到，还是学徒工的他因为

“碾压级”的打孔技术水平成为厂里少

有的几个“技术蓝领”。

正在厂长准备派叶宏武去学习最

先进的数控机床技术时，曾经的班主任

带来了职高生考大学名额增加的消息，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当年秋天，叶宏武考上了宁波高等

专科学校。3年后，他回到了母校成为

一名教师。从动手实操到理论学习，从

“自己学”到“教学生”……一轮完整的

“教与学”闭环下来，叶宏武对读书、做

研究颇有心得。他趁势而上，工作期间

又一口气读了专升本、本升硕。

2001年，叶宏武入职宁波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浙纺服职院前身之一）。

他的课程理念是“结构化教学、系统

化重构”，打破教材中的章节设定和

知识框架，按照“学以致用”的目的，

对知识点进行重新梳理融合，架构知

识体系。

叶宏武根据纺织品检验与贸易专

业的实际工作场景，重新对《高等数学》

中的“概率”进行设计，让枯燥难懂的课

堂变得生动有趣。叶宏武说，职业教育

培养的是真正去做、去解决问题的技能

型人才。“不解决实际问题，只是进行知

识点的灌输，学生学了不会用，这样的

课程是无效的。”

从教27年，叶宏武也投身科研一

线27年。“想要把学生教好，自己得真

正做好。”疫情期间，叶宏武接到一个口

罩机生产线速度上不去的求援电话，生

产厂家建议更换控制系统，但调配零件

需要4天，一天损失几十万元。于是，

叶宏武做了个应急结构，用一瓶吊在半

空的矿泉水，起到了张紧与减震的效

果，口罩生产速度马上提升。两块钱解

决了200万元的大问题。

如今，作为学校教务处处长的叶宏

武，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对科研的热

爱将一直伴随我和我的团队，驱使我们

不断追求纺织服装智能装备的进步和

创新。”叶宏武说。

全国托幼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在金职院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胡云莺）近日，全国托幼行业

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暨学龄前儿童发展与教

育支持论坛在金华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全国托幼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标志着汇

聚学校、学龄前教育机构、企业、行业协（学）会等优

质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的全国性托幼行业产教融

合平台的建成。

该共同体联合国内124所相关院校、幼儿园、早

教与托育机构、行业协（学）会，旨在以技能立标、生

态贯通为工作主线，推进产教深度融合、职普融通、

科教融汇，充分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

引、学校主体作用，助力职业院校学前教育、早期教

育、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特殊教育、幼儿保育等

专业高水平建设，推动托幼行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林晓莹）在近

日举行的“同心向未来、共谱新篇

章”2023桐乡发展大会上，浙江工商

大学与桐乡市人民政府签订合作协

议，浙江工商大学长三角人工智能

研究院应运而生。

作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

地，近年来桐乡深入实施数字经济

“一号发展工程”，数字经济已成为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特别是国

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乌镇）中心的

落地，让桐乡在智能计算赛道上抢

占了数字经济先机。

据了解，研究院将依托浙商大

萨塞克斯人工智能学院的人才和技

术。该学院建有人工智能专业实验

室5个，与多家人工智能领域龙头企

业合作成立了工业咨询委员会，拥

有“浙江—英国认知计算与机器人

联合实验室”和浙江省软科学基地

“人工智能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基

地”两大省级平台。

未来，研究院将通过“高端人才

领衔、创新平台支撑、科技企业引进、

产业园区运营、国际教育赋能”五位

一体的新型研发机构运行机制，为桐

乡高质量发展贡献浙商大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陈
方川）近日，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中医药与康育学

院20余名党员师生和宁波

市康复医院儿童康复党支

部党员携手走进象山县培

智学校，开展医教党建共

同体“健康同行，携爱同

心”爱心支教义诊活动。

“团队成员各有所长，

希望发挥专业知识为这里

的师生提供帮助。”宁波卫

生职院中医药与康育学院

党总支书记徐溧波介绍，

本次爱心活动集合了三方

力量，有专业教师、医院治

疗师和“爱撒无声”志愿服

务团队的优秀学生，通过

开展课堂教学、专题讲座、

现场义诊等方式将最新的

康复理念传送给培智学校

师生，助力城乡特殊教育

事业发展。

除了为培智学校教师

开展专题讲座、为学生开

展互动课堂，宁波卫生职

院中医药与康育学院还送

上了自主研发的“五红”康

复课程教材和教具，帮助

特殊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增强康复效果。

双方学校还达成了结对帮扶意向，宁波卫

生职院中医药与康育学院师生将通过为

结对者进行线上定期诊疗、定期回访等方

式关注结对学生长期发展。

在随后的义诊现场，义诊团队为培智

学校学生面诊后给出针对性治疗建议，并

与任课教师和家长分别进行一对一沟通，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治疗方案。

徐溧波表示，今后，医教共同体将继

续挖掘医教资源，联合更多社会爱心力

量，开展关爱特殊儿童活动，不断增强特

殊儿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和幸福感。

培养“学以致用”的技术人才
——记浙纺服职院教授叶宏武

绍兴文理学院：

用好“枫桥经验”的思政“富矿”

宁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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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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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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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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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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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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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浙商大长三角人工智能研究院落户桐乡

近日，由浙江农林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在百草园基础上打造的“清廉药园”正式启用。百草园种植中草药
400多种，是浙农林大的中药文化教育基地。学院根据文言典故、药性特点等，深入挖掘中药文化中的清廉元素，
为一批中药材赋予清廉寓意。图为学生们正在药园里观察学习。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摄）

从百草园到从百草园到““清廉药园清廉药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