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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刘 芳

“新竹书院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窗

口，它为我们提供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平台。”“大学生社区学院不仅

有导师的导学互动、朋辈的疑难问题解

答，也有党团支部、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类

实践活动，让我在思想的碰撞中开阔眼

界，在实践锻炼中增长本领。”一提到书院

与社区学院，浙江科技大学的学生们总会

“花式表白”。

自2014年以来，浙科大根据自身特

点，因地制宜推进“书院+社区学院”双融

合的学生社区管理模式，建成6个书院、1

所大学生社区学院，服务全校2万余名学

生，把校园“小社区”打造成为助力学生发

展的“大舞台”，为他们的成长蓄能增量。

妙用“金角银边” 打造育人阵地
“学百年奋斗党史，传承弘扬延安精

神，我辈定当担复兴大任、做时代新人！”

前不久，在浙科大小和山校区社区学院的

“党员之家”内，传来了学生们铿锵有力的

宣誓声。这是学校结合校史校情在社区

学院举办的一场主题党日活动。

“社区学院是学校‘党建带团建’‘大思

政课’的重要活动场域，也是学校育人的重

要实践平台。”浙科大学生工作部部长杨志

祥介绍道，学校在学生公寓区挤出空间，开

辟了大学生社区党校，学生在生活区即可参

加党校培训。据统计，该校每年有200余名

入党积极分子在社区党校接受培训。

如何实现育人力量与学生社区的有

机结合？“首先要有阵地，学生才能有开

展、参加活动的场所。”杨志祥告诉记者，

安吉新校区在建设之初就对公寓区进行

了精心规划，统筹考虑了多功能育人文化

空间，但小和山校区已投入使用近20年，

公寓区的空间十分紧张，然而根据学校的

调查，学生希望在公寓区有学习、交流区

域的呼声非常高。于是，学校便在充分征

求学生意见的基础上，对西和生活区4幢

楼下的破旧自行车库进行改造，为学生打

造了一个集学习、研讨、休闲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区域——西和书廊。

走进西和书廊，丰富多样的内部装饰

让人眼前一亮。偌大的空间内，自习室、

书吧、水吧、会客室、服务站等设施一应俱

全。对外开放以来，该书廊已经成为社区

学院的新晋网红打卡地，绝大多数时间里

都是座无虚席。

此外，学校还充分挖掘了公寓区内的

“金角银边”，把犄角旮旯的空间改造成青

年交流空间、红色图书角等微空间，发挥

书房、客厅等功能，努力在社区学院营造

出“家”的氛围。

推进“一院一品” 构建书院育人
“What's this?”随着提问，黑板上一

幅幅浙科大校园的图片不断闪现，学生

回答响亮：“playground,playground.”

“library,library.”……不久前，浙科大安吉

校区翠竹书院的学生，带领安吉县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孝源校区学生学习英语单词。

像这样寓教于乐的书院活动场景在浙

科大安吉校区还有很多。该校区系统推进

“书院制”育人模式改革，着力打造“一院一

品”的特色育人模式，采用传统文化与安吉

地域特色文化相结合的方式，把现有的6

幢学生公寓进行全新升级，形成了新竹书

院、劲竹书院、雅竹书院、翠竹书院、秀竹书

院、怡竹书院6个书院，让各类教育教学资

源在书院社区汇聚，形成育人合力。

以“实践文化”为品牌的翠竹书院，会

定期组织学生开展“三点半课堂”进校园

青春支教活动。以安吉实小孝源校区为

例，翠竹书院专门为该校一至四年级的学

生设计课程，共开设文化、科学、艺术、体育

等30门课程，每期活动参与人次近300，总

参与人次逾2000。

日前，秀竹书院开展了《大学爱情中

的心理学智慧》讲座。阶梯教室里学生坐

得满满当当，甚至教室外也有不少踮起脚

尖、趴在窗口认真听讲的学生。这场讲座

由湖州学院副研究员、浙江省婚姻家庭咨

询师理事文旭平主讲，内容以爱情的规

律、困惑、相处等为主。

“书院以‘德育文化’为品牌。在日常

学习生活中，我们观察到学生对情感教育课

程的需求，因此开设了相关课程。这有助于

促进大学生在新的人生阶段提升婚恋道德等

价值观，更好地处理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塑造

健康人格。”秀竹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集结“一线导师” 下沉学生社区
作为小和山校区学生公寓区的“一线

导师”，浙科大团委书记戈洪伟常到寝室

楼“串门”，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和生活中

遇到的难题。“以前，更多的是学生找我，

但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大学4年都没有走

进过我的办公室。而现在是我找学生，空

闲的时候我就在宿舍转悠，看学生都做些

什么，有什么困难。”戈洪伟介绍道。

在社区学院，和戈洪伟一样的“一线

导师”共有1300余位。“一线导师”来自学

校各个领域，他们有的是职能部门工作人

员，有的是辅导员，还有的是一线教师，各

自有不同的本领。“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会

面临各种问题，我们推动‘三进’工作，让

老师们下沉到学生社区，及时捕捉、解决

学生遇到的各类问题。”杨志祥表示。

自2019年起，浙科大面向全体本科

生推出学业导师制。此后又陆续采取了

和山友约、大树下的谈心等举措，有效缩

短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让教师真正成为

学生生活中的挚友、学习上的良师、心灵

上的益友，打通了育人最后一公里，切实

增强了思政育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此外，学校还把团委这一与学生有着

紧密联系的部门，整个搬进了社区学院，

正好在学生宿舍的对面。“这很方便。”该

校大三学生马悦说。前不久，她遇到了一

道选择难题——将来是留在杭州，还是回

家乡宁波。看到每天都会路过团委办公

楼，马悦主动向团委的教师请求帮助。

正是因为有“一线导师”下沉到社区

学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如

今，浙科大的学生在成长中可能面临的就

业、心理、学业等问题，都能在社区学院找

到答案。目前，浙科大的“一线导师”每年

组织开展学业辅导、谈心谈话、安全教育、

生涯指导等各类活动130余场。

浙江科技大学：

校园“小社区” 成长“大舞台”

绍兴公布
“清朗校园”减负清单

本报讯（通讯员 胡安娜）为巩固中小学

非教育教学事务进校园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成

效，打造更加清朗的校园环境，绍兴市于日前

公布中小学“清朗校园”减负清单。这份清单

对学生作业设置、学生活动新闻报道、教育满

意度调查等多个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给师

生减负的同时，也为家长“松绑”，全力免除家

长的后顾之忧。

清单明确，各地各校不得强制或变相强

制学生完成视频制作、手工小报等明显超年

龄、能力范围的任务，以免转嫁压力给家长；

不得对班级活动、团队活动等学生活动的新

闻报道提出硬性要求，以免转嫁压力给家长；

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家长参与“护学岗”工

作。此外，未经市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

批同意，各地各校不得以调查教育满意度为

由，针对学生家长开展有关问卷调查活动；不

得在中小学校开展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讲座或

宣讲活动。

据悉，绍兴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均已

设立并公开“清朗校园”监督热线、邮箱，受理

相关问题线索举报，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本报讯（通讯员 吴向正 冯 浩）宁
波市青少年个案管理中心日前揭牌成

立。这标志着宁波市青少年服务社会化

联动服务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据介绍，宁波市青少年个案管理中心

将依托共青团宁波市委12355青少年服

务台和宁波市涉罪未成年人社会观护“甬

爱”项目，以青少年个案服务为抓手，积极

联动社会化支持力量，打造资源整合、服

务规范的青少年服务中枢平台，共同构建

全方位、多层次的青少年关爱社会化服务

体系。

当前，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呈现多样化，如情绪障碍、社交障碍、行为

障碍、依赖心理、学习问题等。然而，现有

各界提供的服务难以满足青少年身心健

康成长的需求。为此，宁波市社会工作联

合会第二届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着手建立宁波市青少年个案管理中心，深

化宁波市青少年（个案）服务社会化联动

服务机制建设。

揭牌同日还举行了宁波市青少年服

务社会化联动服务机制圆桌讨论会。会

上，5家社会服务机构代表分享青少年个

案服务案例，各部门代表和与会嘉宾围绕

宁波市本土青少年服务社会化联动的资

源整合、机制建设与政策支持等议题展开

讨论。

□杨 剑 俞晗璐

12月27日，宁波市域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

体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理事会议在宁波市鄞州职业高

级中学举行。该联盟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和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

知》等文件精神，由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宁波外

事学校牵头，联合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鄞州区

瞻岐镇人民政府、海曙区段塘街道办事处、鄞州区云

龙镇甲南小学、鄞州区梅墟街道梅沁社区居委会等单

位共同打造的，旨在加强宁波市中职学校、乡村学校

和社区美育工作的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

互补，促进学校美育浸润工作的全面实施，赋能和美

乡村建设。

宁波市教育局职业教育处三级调研员章斌立，浙

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艺术教研员陈晓燕，宁波市

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屠靖南，瞻岐

镇人民政府党委委员许哲怡，宁波市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学院体艺教研员戴潜艇，宁波外事学校党委书记

戴文军，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社事办主任桂琳，宁波

市歌舞剧院党支部书记吴军，瞻岐镇文化站站长李成

光，宁波市高新区梅沁社区党委书记程颖洁，宁波市鄞

州区云龙镇甲南小学党委书记罗静伟、副校长丁啸楠

等出席了本次大会。

鄞州职高党委书记王志勇代表学校致欢迎辞，对

参会的领导、专家和共同体理事单位成员的到来表示

热烈的欢迎。王志勇表示，美育是新时代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着力

点，在立德树人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宁波市域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体的成立，将有力

推动宁波市域中职学校、乡村小学和社区的美育建设，

真正实现村校共美、精神共富。

戴文军代表共同体牵头学校致辞。戴文军认为，

共同体的成立顺应了时代发展对美育的迫切需求，也

承载着提升区域美育水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使命。它将为学校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契机、更高层

次的合作平台，也将有力推动校校、校企、校社间深度

合作与资源共享迈向新台阶。

共同体聘请陈晓燕、戴潜艇为顾问。陈晓燕对宁

波市域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的

祝贺。她认为，共同体的成立将推动宁波中职美育新

业态、新路径的发展，对宁波的中职美育，甚至整个浙

江的中职美育都会起到引领辐射作用。

屠靖南对共同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屠靖南表

示，宁波市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本身就是一个“美”的传

播单位，集团员工就是“美”的传播使者，公司将全力支

持宁波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体的工作，一起为学

校美育、乡村美育工作的提升做出努力。

最后，章斌立对宁波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体

成立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支持学校美育工作的企

业、政府和社区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章斌立从国家

政策层面对学校文化建设进行了详细论述，希望宁波

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体不但要做好共同体内各单

位的美育工作，还要发挥更大的辐射引领作用，让更多

的职业学校、乡村学校、社区、村庄参与进来，共同提升

宁波市的美育质量。

共同体成立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第一次理事会议，

选举鄞州职高、宁波外事学校为理事长单位，鄞州职

高校长张武剑、宁波外事学校党委书记戴文军为

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共同体各单位与会领

导为副理事长，推荐选举鄞州职高杨剑、宁

波外事学校张炎龙为秘书处秘书长。

据悉，宁波中职“校政企社”美育共同

体以“资源共享、适性融合、村校共美”为宗

旨，致力于探索“校政企社”协同育人、探索跨

学科适性融合美育、探索城乡学校与社区的美育

联动模式，赋能和美乡村建设。

两所牵头学校中，宁波外事学校深耕美育沃土多

年，打造出了全方位、多层次、高品质的美育生态体系，

探索出具有外事特色的美育路径。学校在不断丰富艺

术专业架构、拓展人才培养渠道、推动地方戏剧传承的

同时，借助国际化办学优势，与多所国际知名艺术院校

深度合作，共建艺术教学中心和交流基地、组建国际大

师工作室，开展师生互访与联合培养活动；依托与行

业、政府、社会的深度融合，整合宁波市文联、市交响乐

团、市演艺集团等优质艺术资源，丰富校内美育课程。

学校连续3年承办宁波市教育系统艺术节系列艺术展

演活动，积累了丰富的承办经验。2024年，学校承办的

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得到了省教育厅的高度评价，

荣获“组织贡献奖”。

鄞州职高拥有一批优秀的美育师资、市骨干教师，

建设有丰富的美育社团，每年有丰富的艺术系列展演

活动，营造出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积极探索、

创新美育模式，取得了优秀的成果。截至目前，学校在

市级以上艺术类展演中累积获奖71项，教师发表美育

相关论文67篇，参与、主持的国家级、省部级、

市级与美育相关的课题19项。2024年，鄞州

职高在浙江省中小学生艺术节、浙江省学生美

育成果展示活动中获得省一等奖4个、在宁波

市中小学生艺术节中获得一等奖2个。

“美育浸润不是阶段性的育

人过程，而是一生的育人过

程，是一个需要多主体

共同参与、社会各界共

同实施的工作。今

后，我们将进一步做

好学校美育工作，并

依托宁波市中职‘校

政企社’美育共同体，让

学校美育工作辐射乡村，赋

能和美乡村建设。”张武剑说。

资源共享 适性融合 村校共美
——宁波中职成立“校政企社”美育共同体探索以美育人新路径

①共同体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合影

②共同体成立仪式

④共同体第一次理事会议

③共同体聘请省市音乐教研员为顾问

①①

②②

③③

湖州学院：
青年乡创妆点绿水青山

本报讯（通讯员 王艺潼 刘凌云）古

村邂逅青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最近，

在湖州市吴兴区高新区杨溇村，一批年轻

人背靠河岸，用画笔定格光影下的建筑。

这是湖州学院启动的第三届绿色设

计青年乡创行动。活动中，学生走进乡

村，将用近一年的时间，以乡村为载体和

创作素材，进行绘画、空间改造提升、文创

产品设计等不同种类的采风，创作出2000

件原创绿色设计作品，并在村里展出。而

在学生入驻乡村前，学校就与高新区各村

党支部书记进行面对面座谈，围绕各村的

实际需求梳理出涵盖绿色农产品Logo设

计和包装、乡村展馆数字艺术嵌入、古桥

古街提升项目等 30 多个方面的选题，学

生则根据所长认领素材，有针对性地进行

创作设计。设计完成的作品，如果乡村需

要可直接落地。

据了解，湖州学院前两届青年乡创行

动创作了 7000余件富有创意和实用性的

作品，吸引了大量游客驻足购买，为乡村旅

游引流。

宁波市青少年个案管理中心揭牌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