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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浙江万里学院副校长 马建荣

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之际，浙江省教育厅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教育教

学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面向未来的新

布局和砥砺前行的新起点，充分体现了对

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重视

和全省高校持续纵深推动高等教育改革

的使命担当。

浙江万里学院是全国率先探索“公办高

校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省属本

科高校。创新办学以来，学校落实以学生为

中心的要求，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适

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为关键任务，使以

生为本的办学理念真正成为强化学校人才

培育质量的内驱动能。

以学生成人为中心，精神引航培根铸

魂。学校构筑“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日常

思政+生活思政”四维大思政育人格局，着

眼于学生的个体发展、自主发展及全面发

展，以“强化思想引航、坚持实践引导、注重

典型引路、树立品牌引领”四引工作体系为

抓手，推动第一课堂人才培养与思政教育、

创新创业、校园文化、社团活动等互融共生，

推进思政教育提质增效。学校入选省级课

程思政示范校，“生活思政 阳光育人”获批

教育部高校思政工作精品项目。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过程引路全面护

航。把好“过程关”，严格学业管理，设立荣

誉学位制度，让学生学有所能；打好“提前

量”，指导学生做好学业发展规划，及早明晰

未来发展目标；坚持“一站式”，以学生成长

需求为导向，明确首问责任制、延时服务制、

AB岗位制等，确保高效贴心服务；寻求“协

同性”，打造“智能校园+智慧教室+数字资

源”，配备班主任，开展导师制，建立协同育

人模式，健全高质量教育教学体系。学校入

选教育部“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

建设试点单位。

以学生成才为中心，多元引领强基拓

新。打造五元化人才特色，重构“基础+核

心+模块”三层次课程体系，开设服务学生

高质量就业、出国留学、考研升学、创新创业

及通用知识技能“五元”特色课程群；科研反

哺教学，推动学生“早进课题、早进实验室、

早进研究团队”，实施“项目训练+创业活

动+创业实践+创业实战”，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赛创融合，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引进

来，走出去”开放办学，探索国际产教融合，

构建“家国情怀+跨文化交际+专业能力+海

外实践”四维课程体系，开展专业成建制本

土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

浙江万里学院将全面贯彻文件精神，系

统构建“1234”校本工作体系：坚

持一条主线，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深化以学生为中心的工作

理念；注重两项建设，持续加强

学科专业建设，突出抓好师资队

伍建设；聚焦三个领域，纵深式

提高多元培养质量，全方位提升

开放办学水平，立体化完善质量

评估体系；深化四大行动，即思

政强基优质品牌建设行动、专业优化联动机

制建设行动、本土国际课程深化建设行动、

平台资源保障提效建设行动。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需精准

发力、协同发力、持续发力，学校将持续增强

改革意识，树牢改革思维，优化改革举措，加

快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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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走好非走好非遗传承路遗传承路
““浙浙””里里薪火正旺薪火正旺

□本报记者 童抒雯

在之江大地，一批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璀璨如珠：被誉为“流传最广的地

方剧种”的越剧，在跨越世纪后依旧曲

韵悠扬；龙泉青瓷是全球唯一的陶瓷

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海宁皮影戏

在光和影的加持下，以其独特的艺术

魅力传承至今；绍兴的黄酒历经2000

多年，依旧酒香馥郁……

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离不开一群

非遗人的坚守和创新。新时代，越来

越多的教育人才投身非遗的保护和传

承事业，在守正创新的道路上，留下了

他们坚实的步伐。

让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每周三下午，59岁的茶灯戏传承

人罗金土总会准时出现在遂昌县高坪

乡中心小学的茶灯戏社团课上。带着

学生练习唱腔，教授表演动作，讲述茶

灯戏的前世今生……只要和茶灯戏有

关的，罗金土总有满腔的热情，“别看

茶灯戏属于民间小调，唱起来可大有

讲究”。

茶灯戏作为省级非遗，起源于宋

朝，经朝历代后存留至今。罗金土的

父亲是茶灯戏非遗传承人之一。他从

小就跟着父亲学戏，打好了唱戏的基

础。20世纪80年代，罗金土从父辈手

中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从走家串户地

表演，到进校园开设课程，他一直奔走

在传承非遗的道路上。

传承是非遗的生命。随着非遗传

承人日渐老去，如何让古老的非遗后

继有人成了当下亟待破解的困局。高

坪小学校长何华锋认为，让民间老艺

人进校园，通过“老传少”的模式延续

非遗“火种”，无疑是对文化传承的一

次有益尝试，“在师生的口口相传中，

传统文化得到了保留和传承”。

无独有偶，在距离遂昌30多公里

的松阳，当地传统经典文化松阳高腔

也曾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作为我省

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松阳高腔属

于国家级非遗，至今已有600多年的

发展历史，被誉为“戏曲界的活化石”。

民间戏曲的传承如何能在时间的

考验下获得专业且长足的发展？专业

人才的培养是关键。为此，松阳与浙

江艺术职业学院合作开设了松阳高腔

班。经过6年的专业学习和培养，15

名承袭松阳高腔专业唱腔的戏曲演员

即将毕业，他们将成为松阳高腔的新

一代传承人。

事实上，除了松阳高腔班，越剧

小百花班、浙昆班、绍剧班、温州越剧

班……在浙艺职院，类似的“私人定

制”班团还有很多。浙艺职院副院长

刘秀峰介绍，从2008年起，学校开始

探索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与各

地剧团合作，量身培养了一批与剧团

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戏曲演员，学生毕

业后可以直接登台表演。

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实践，浙艺

职院在戏曲专业人才培养上已经从越

剧延伸到昆剧、绍剧、瓯剧、甬剧、姚

剧、松阳高腔等诸多剧种，为多个戏曲

院团培养了大批专业艺术人才。此

外，该校还通过开设全校性非遗通识

公选课、开发“非遗与生活”中英文双

语系列教材等，让学生了解非遗、热爱

非遗、传播非遗。

非遗保护需要专业力量
目前，我省已有21所高校开设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

今年暑假期间，一群来自浙江师

范大学的学生在东阳木雕小镇体验了

一场非遗技艺的实践之旅。与非遗的

亲密接触，让非遗保护专业学生曾可

下定决心，“要让更多人看见这些非

遗”。而这也成了她大学4年努力的

方向。

非遗保护专业是浙师大2023年

新增的专业。事实上，将非遗保护专

业纳入高等教育学科系统并非新鲜

事。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正式把

非遗保护专业列入普通高校本科专

业目录。

德清作为杭嘉湖地区蚕桑的主要

产地之一，有着悠久的蚕桑生产历

史。当地的蚕桑丝织技艺靠家族成员

间手把手的教授得以传承。浙师大非

遗保护系副系主任陈映婕已在非遗保

护领域深耕10余年。一次，陈映婕在

德清调研时发现，当地老百姓虽然对

蚕桑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再悠久的

民间传统也会陷入技艺者老去、年轻

人不感兴趣的困境。在她的过往经验

里，保护非遗不仅需要与时间赛跑，开

展抢救保护，也需要有专业的加持，进

行科学保护。

新时代、新语境下，如何培养非遗

保护的专业人才？对此，陈映婕有着

自己的思考，“非遗保护工作者需要承

担大量的资源普查、田野调查、文献整

理等学术性的工作，非遗保护专业具

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涉及民俗学、人

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因此，非遗保护专业需要培养的是一

批既有跨学科理论基础，又有非遗保

护、管理和传播等实践能力的复合型

人才”。

绍兴黄酒酿制技艺是第一批被列

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过去，绍兴黄

酒的酿制技艺几乎是靠酿酒技师口传

心授，不仅酿造周期长，而且还依赖老

师傅的经验。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酒学院首任院长胡普信回忆，传统

“师带徒”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满

足行业发展需求，黄酒企业对既有理

论知识又具备实践操作能力的酿酒师

傅求贤若渴。

高校与企业一拍即合。2010年，

浙江工业职院与黄酒企业合作，共同

创建了黄酒学院，之后几年间，学院又

相继开设了酿酒技术专业、食品营养

与检测技术（食品检测检验技术）专

业。在“学院派”的加持下，这项古老

的非遗酿制技艺获得了传承与发展的

新契机。

非遗人才需要融入时代
摆好木桌，备好染缸和布料，黄语

欣的一天是从教授印染技艺开始的。

今年6月，黄语欣从浙艺职院毕业后，

成为德清一家研学基地的研学讲师。

“我的授课人群，从幼儿园孩子到高

中生。看到这么多人了解和学习印染

这项非遗技艺，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大学期间，黄语欣就读民族传统

技艺专业印染方向。因为专业对口，

黄语欣很快适应了研学讲师的工作，

并且做到了学以致用。她将印染技艺

与现代设计和审美相结合，带着研学

团队的成员们一起开发设计更符合当

下年轻人审美和品位的产品。

“懂技艺，有创意，会设计。”谈及

传统技艺的人才“画像”，浙艺职院民

族传统技艺专业教研室主任胡锦霞脱

口而出。传统技艺是非遗中的“老演

员”，传承老手艺需要“新方子”。胡锦

霞介绍，学校以陶瓷工艺、传统印染、

木刻版画3个模块为专业建设方向，

以“传承+创新”为导向，搭建了以“非

遗+设计”为入口的教学体系。在她看

来，传统技艺的传承不仅需要“技艺人

有工匠精神，还要有创新意识，最重要

的是将自己缝合进时代”。

前不久，《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薪火行动方案》出炉，让非遗传承

的热潮持续升温。研学讲师、非遗传

播人、非遗外译人才……除了技艺传

承人的身份，新时代的非遗人才有了

更多的职业“画像”，他们用自己独有

的方式，让非遗迸发出新的生命张力。

“你知道影偶舞动有什么技巧

吗？来看海宁皮影戏经典技艺《舞

龙》……”在社交平台上，一则视频讲

解让海宁皮影戏走进了更多人的视

野。视频的拍摄者刘帆是海宁皮影戏

艺术团的一名00后演员。除了日常

演出，刘帆会主动用视频记录下海宁

皮影戏表演的台前幕后故事，这是他

推广海宁皮影戏的方式之一，“我希望

通过短视频和演出，让海宁皮影戏能

走进更多年轻人的生活”。

独行快，众行远。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加入到传播非遗的队伍

中。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师生

每年都会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

走访杭州、金华、台州等地的乡村，了

解当地历史文化，探寻非遗技艺，并用

镜头记录。今年暑假期间，浙江财经

大学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学院的学生

们实地走访了东阳剧院、东风竹编工

艺厂、中国木雕博物馆等，深入了解木

雕技艺，并积极参与到介绍木雕商品

的直播环节，让更多人了解木雕。

守艺，更要传艺
浙江多地多校探索非遗人才培养路径

台州椒江区
比心教育基金会爱心助学

本报讯（记者 季 颖）前不久，台州市椒江区

海城学校收到了一笔现金捐赠，用于资助学校贫

困师生、奖励优秀师生、改善教育教学设施、提升

学习环境。这笔现金是两家热衷于教育公益事业

的企业在台州市椒江区比心教育基金会牵头下捐

赠的。

据了解，比心教育基金会成立于 2021 年 6

月，是非营利公益性社会团体，业务主管单位为椒

江区教育局。基金会以奖优助贫、支持教育事业

发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职责，是社会力量

支持椒江教育事业的平台，也是政府与企业、学校

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基金会的创始人是椒

江区教育局原局长朱道鸿，他对区域内贫困师生

及办学条件薄弱学校的情况十分了解。为济贫助

困，他发起筹建了基金会，发动民间力量资助区域

内的贫困师生，并奖励优秀师生。

据悉，截至目前，基金会已获捐和承诺受捐资

金2000余万元。仅2024年，捐资助学资金就超过

200万元。对于资助的师生，基金会将持续进行

3~4年的跟踪帮扶。

绍兴
成立幼儿园男教师联盟

本报讯（通讯员 石聪聪）日前，绍兴市幼儿

园男教师联盟成立。

据介绍，联盟将以“提升男教师专业素养，助

力儿童全面发展”为宗旨，为全市幼儿园男教师抱

团成长搭建专业化发展平台，通过教学研讨、专项

培训、园际联动等形式，让男教师发现自己的优

势，增强男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促

进男教师专业成长。同时，联盟将积极联动市内

外幼儿园教师交流，共享优质育人资源，推动全市

幼儿园保教质量提升。联盟还聘请4位省特级教

师为结对导师，为教师提供专业指导。

绍兴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幼儿园女教

师、男教师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

用，男教师也是学前教育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成立幼儿园男教师联盟，不仅是为了满足

男教师个体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积极应对当前

学前教育生态变化，让幼儿全面均衡发展。

日前，长兴县太湖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幼儿们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腌肉，体验当地“小雪腌菜，
大雪腌肉”的习俗，感受农时节气文化。

（本报通讯员 吴 拯 冯 曼 摄）

节气里知民俗

杭州临平区
试水“智慧”夜托

本报讯（通讯员 涂 玥 韩 诚）小俞和丈夫

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员工，平时下班很晚，老人熬夜

带娃身体吃不消，2岁的娃晚上谁来照料便成了难

题。最近，杭州市临平区优优托育园开放了夜托服

务，解了夫妻俩的燃眉之急。“娃在这里读绘本、做

手工、玩游戏，特别开心，我们上班也没了后顾之

忧。”小俞表示。

在临平，不少“双职工”家庭都有小俞这样的

困扰。为回应这一社会关切，临平以优优托育园

为试点，上线了夜托“智慧＋”服务，专门为18~36

个月龄的宝宝提供17:30—24:00的夜间托育照

护，目前共开放了10个托位。“来咨询的家长很

多，大多都是需要上夜班的父母。”托育园负责人

汪继娟说。

与日托服务相比，夜间照护对安全监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除了对夜间照护人员进行健康监测、

急救处理等方面的培训，托育园还依托夜托“智

慧＋”平台，实现了更加智能、规范的照护服务。“我

们将智能睡眠垫、儿童手环、智能人脸识别测温一

体机等终端设备的数据进行整合、检测和分析，从

而实现科学照护。”汪继娟介绍，比如智能睡眠垫能

够对幼儿心跳、呼吸、体动等进行检测分析，一旦幼

儿有心率、呼吸异常就会自动报警。

据了解，近年来，临平不断推动托育服务多元

化发展，除了推出夜托服务，还统筹推进托育服务

小月龄化。今年以来，全区累计新增小月龄托位

732个，小月龄托位占比达33.2%。同时，针对发

育偏离幼儿，临平打造了融合托育服务中心，强化

对发育偏离幼儿的早期干预和康复指导。据统计，

临平现有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托位5421个，

千人托位数达4.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