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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邵焕荣

10月23日，凉风习习、碧空澄

澈，记者沿着蜿蜒的公路驱车来到

德清县莫干山镇仙潭村，率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幢幢错落有致的精品

民宿。走进村里，人头攒动，即使

是工作日，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依然

吸引了不少游客。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

动以来，仙潭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

然资源发展起了乡村民宿产业。

截至目前，村里共有特色精品民宿

166 家，年接待游客 15 万人次。

仙潭村的民宿产业为何这么火？

仙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沈

蒋荣一语道破：高素质的民宿业

主、管家和服务人员是关键。而这

些人才的培育都离不开湖州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力支持。

2010年，湖州职院联合浙江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

研究所等多家单位成立了全国首

家地市级农民学院——湖州农民

学院。2017年，湖州农民学院莫

干山农家乐（民宿）培训中心成

立。依托该中心，湖州职院积极

探索乡村民宿人才培养新模式，

为仙潭村的民宿产业发展培养了

一支共富生力军。

缺什么就教什么
“民宿业主们，湖州农民学院

莫干山农家乐（民宿）培训中心将

于11月举办金牌农人高级研修

班，主题是庭院设计，有意者可

向莫干山民宿协会报名。”不久

前，培训教师计文兴在当地民宿

业主群中发布了一则培训通知。

仅过了一个晚上，3个培训班就全

报满了。

培训班为何如此火爆？“秘诀

是坚持需求导向，学员缺什么，我

们就教什么。”计文兴告诉记者，为

了掌握准确的培训需求，中心每月

都会组织培训教师深入各民宿开

展走访调研活动，与民宿业主、管

家和服务人员面对面交流，聆听真

心话，发现真需求。

“上次我们反映了庭院设计问

题，没想到这次就成了培训主题，

还专门开了班，这效率也太高了。”

民宿苗绣山庄的业主潘美江坦言，

这样的培训很有针对性，非常抢

手，有时候还报不上名。

需求掌握了，如何满足也是

个大问题。当下各类民宿产品更

新换代越来越快，然而培训中心

仅有5名专职培训教师，无法满

足广大民宿从业者的多样化培

训需求。为此，湖州职院坚持

“大师资”理念，依托湖州农民学

院，积极整合浙大等高校的优秀

师资和中国民宿协会等单位的

专家资源，并吸纳相关行业精英

和优秀民宿从业者，建立了民宿

培训师资库。据统计，目前该培

训中心聘任的各类兼职教师已

超过30名。

融入式体验催生主动学习
“参加培训的大多是农民，让

他们在会议室里听7天理论课，不

逃课才怪。”湖州职院继续教育学

院副院长郑昱直言，传统的民宿培

训班以课堂培训和走马观花式的

学习考察为主，农民参与度不高，

培训效果也很差，“一个为期7天

的民宿培训班，3天后出勤率不到

一半是很常见的事儿”。

如何改变这一现象呢？2022

年，在总结前期民宿培训工作经

验的基础上，莫干山农家乐（民

宿）培训中心探索性地实施了融

入式体验培训。简单来说，就是

培训团队专门组织学员赴各类民

宿开展体验式学习，整个培训期

间，学员全员全过程吃在民宿、住

在民宿、学在民宿。

据介绍，培训期间，每一个学

员都能参与入住民宿的经营管理

活动，如民宿装修风格、餐饮服务、

民宿网络营销等。每天培训任务

完成，学员们还要交流学习感受，

总结归纳优质民宿的经营经验。

培训全部结束后，培训中心还会提

供“售后服务”，跟进每个学员的培

训成果转化情况，帮助他们将培训

所学融入到自家民宿的管理和服

务中。

“参加融入式体验培训，不仅

能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能了解

入住民宿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服务

水平，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第一时间

与入住民宿的业主交流。”民宿山

候鸟的业主吴国亚说。

融入式体验培训变被动灌输

为主动学习，全方位提升了仙潭村

民宿的经营水平。目前，该培训模

式已成为当地民宿产业培训的一

张金名片。

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村民
随着仙潭村民宿产业发展走

上快车道，不少村民都因为办民宿

赚了钱。看着村里的民宿经济越

来越红火，村民郭贵珠却犯起了

愁：“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一没

本钱，二没技术，如何搭上这趟顺

风车呢？”

郭贵珠的烦恼并不是个例，如

何让村里的民宿产业发展惠及更多

家庭和村民，实现共同富裕呢？

2017年，培训中心办起了民宿服务

人员培训班，郭贵珠是首批学员。

经过系统培训，她掌握了民宿服务

人员所需的职业技能，并在结业后

顺利入职了一家民宿当保洁员。“现

在，我也吃上了旅游饭，每年能挣近

5万元。”郭贵珠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据悉，多年来，湖州职院面向

民宿业主、民宿管家、民宿服务人

员等不同对象开展了一系列主题

培训，每年参与培训的仙潭村村

民超300人次。

“湖州职院帮仙潭村打造了一

支由高素质民宿业主、民宿管家、

民宿服务人员组成的共富生力军，

为村里的民宿产业高速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人才支撑。”沈蒋荣表示，

下一步，村里还将继续与湖州职院

合作，深入开展多样化、多层次的

人才培训，共同推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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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仙潭村育一支共富生力军
湖州职院打造乡村民宿人才培养新模式

10月 25日是抗美援朝纪念日。德清
县乾元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县第四中学
开展了“铭记历史，薪火相传”爱国主义教育
活动。图为94岁老兵沈阿土向学生们讲述
浴血奋战的往事。

（本报通讯员 倪立芳 姜 睿 摄）

致敬致敬““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

本报讯（通讯员 龚玮萱）日

前，杭州医学院“生态无蚊校园”

建设正式启动。据悉，这是全省

首家启动“生态无蚊校园”建设的

高校。

什么是“生态无蚊校园”？浙江

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首席专

家、杭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

陈恩富介绍，“生态无蚊校园”建设是

以科学的手段，有组织、分阶段在校

园内开展防蚊灭蚊工作，主要是以清

除和改造蚊虫滋生地为主。相比普

通的灭蚊防蚊技术，“生态无蚊校园”

建设过程中，不会使用化学药物，而

是采用对环境友好的生物技术、物理

技术等不破坏生态环境的绿色生态

技术，比如养鱼食蚊（蚴）卵、水体流

动、诱蚊灯、防蚊闸等。

此前，公共卫生学院的志愿者

团队已经通过布雷图法、人工诱落

法、诱蚊灯等3种方法，调查了校园

内各类蚊虫滋生的水体数量、类型、

分布，以及成蚊的种类、数量、密度

等情况。这一组组准确的数据对制

订针对性措施、评估优化方案的实

施效果都有指导作用。

“在‘人体寄生虫’这门课里，有一

章是专门讲蚊虫及其传播的疾病的。”

学生张伊婷是志愿者团队的一员，她

表示，之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片面

化学习，参加志愿服务后，看到了各种

不同类型的孑孓，也学会了区分。

“‘生态无蚊校园’建设不仅是

一个科学工程，更是一个思政平

台。”杭州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执行

院长沈清表示，通过志愿者服务、党

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学校会发动全体

学生都来参与建设，而在参与过程

中，学生的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都

将得到锻炼。

杭州医学院建设“生态无蚊校园”

本报讯（记者 张纯纯）10月

24日至25日，2023年浙江省普通

本科高校、高职高专院校国家奖学

金特别评选大会相继举行。评选

大会由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主办，

省教育发展中心和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承办。

评选现场，30名入围大学生通

过视频推荐、自我展示、即席讲演

等形式，讲述将“小我”融入“大

我”的青春故事。在他们之中，有

手握多项专利的“科研达人”，重

返家乡后让绿水青山不再被烟尘

蒙蔽，让绿色低碳在孩子心中生

根发芽；有孤独症群体的“点灯

人”，发挥专业优势助力公益事

业，并推动创立了温州首个慈善信

托项目；有身残志坚的“追光者”，

组织残健融合社会实践队，为更

多残疾人解决实际困难……不论

是专业学习、文体竞赛，还是道德

风尚、社会实践，青年学子们都在

用最坚定的步伐践行着“强国有

我”的庄重誓言。

经过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

评选，浙江工业大学雷语等10名

学生获得本科高校国家奖学金省

级特别推荐资格，浙江金融职业

学院孔柳佳等 10 名学生获得高

职高专院校国家奖学金省级特别

推荐资格。

据了解，自 2009 年起，我省

率先探索组织本专科生国家奖学

金特别评选活动，每年评选一次，

旨在充分发挥榜样引领示范作

用，传递青春奋斗正能量，突显资

助育人新成效。本次评选大会继

续开通线上直播，近10万人次同

步观看活动直播，与现场观众一

起感受榜样力量。

2023年全省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特别评选大会举行 浙江经济职院思政教师
集体上好“开学第一课”

本报讯（通讯员 陈 繁）“我是一名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我

为2023级的新生写下这首诗……”日前，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举行迎新晚会，学校马院全体教师深情演绎了诗朗诵《我是一名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这是他们第5年登上舞台，在迎新晚会

的首个节目中亮相。

据悉，该校马院集全院之力打造“一演”“一剧”“一讲”“一展”

“一赛”五大育人品牌，提升育人实效。其中“一演”，就是参与每

年的迎新晚会演出。

此次诗朗诵作品系马院教师原创。目前他们已经完成5个不

同主题的创作。比如，2022年传承冬奥精神，喜迎党的二十大，携

手向未来；今年聚焦亚运，勉励学生贡献青春力量，彰显青年担当。

作品不仅紧跟时事热点、紧扣时代脉搏，还囊括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共产党简史等高职院校思政主干课程。5

年来，这一堂堂特别的集体“现场授课”，吸引近两万人次的师生

观看。

浙江经济职院马院党总支书记、院长梁丽华表示，演出的内

容与思政课教师的教学高度融合，与思政课教学内容相呼应，既

拓宽了大学生思政教育的途径，让思政课魅力倍增，又提升了教

师的教学业务能力。

金华地暖援疆
让校园的冬天不再寒冷

本报讯（通讯员 潘威飞 方群青）“哇，宿舍大变样了，不

仅贴上了地砖，还改造加装了地暖，以后冬天在室内就不会冻手

冻脚了。”国庆节后返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柯柯牙镇第一

小学学生们一走进宿舍楼，就收获了满满的惊喜：宿舍楼完成了

暖气和地面改造。

柯柯牙镇第一小学位于温宿县北部，冬季天气寒冷。学

校原先使用暖气片供暖，但效果不理想，又因资金不足导致改

装地暖的工作迟迟无法推进。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在浙江

省援疆指挥部、金华市援疆指挥部、温宿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等多方协调下，10万元援建资金到位了。为不影响正常教学

秩序，国庆假期里，学校安排施工人员加班加点完成了改造。

“能够赶在供暖前完成改造，大家都很高兴，原先的水泥地也

改成了地砖，住宿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柯柯牙镇第一小学

教师张宽儒说。

今年以来，金华市援疆指挥部已累计筹集爱心物资190余万

元，下一步，还将进一步加强资源对接，不断加大教育援疆力度。

杭州余杭区：
办好“家门口青少年宫”

本报讯（通讯员 文苏悦）每逢周六，杭州市余杭区天空之城

小学校园里都会传来悠扬宛转的乐声，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

随着音乐的节奏摆动身体。这是余杭区“家门口青少年宫”最近

上新的奥尔夫音乐课程。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全面、优质的课外素质教育资源，今年4

月以来，余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充分整合学校和社会场所资源，

开启了“家门口青少年宫”建设。余杭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周

末和节假日期间学校里的空置教室，根据课程需要添置设备、

修缮场地，开发成校外服务活动空间，多渠道、多途径拓展兴趣

特长类培训。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天空之城小学等3处学校

少年宫的建设。

临海启动新乡贤“育苗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孙海鹤）10月22日，临海市新乡贤“育苗工

程”启动仪式在东塍镇东溪单村举行。

为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乡贤文化、乡贤精神，聚焦学校这一教

育重要阵地和学生这一重要教育主体，临海在全市试点学校开

展新乡贤“育苗工程”。工程将通过汇编一本乡贤人物典型事

迹、开展一次乡贤返乡分享讲堂、设计一条乡贤教育研学路线、

打造一个乡贤文化主题阵地、组织一次乡贤事迹宣讲活动，促

进乡贤文化传承与学校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实现与“基金助教

行动”的紧密贯通。

“‘基金助教行动’注重物质奖励，而‘育苗工程’侧重思想教

育，是传承、弘扬乡贤文化和乡贤精神的重要载体。”临海市委统

战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10月20日，桐庐县分水镇举办乐享农趣亲子运动会。
分水实验幼儿园的幼儿们参与割稻、搬运稻子、打稻穗、拔
河、袋鼠跳等活动。

（本报通讯员 徐军勇 叶 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