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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祥蛇贺新，时和岁丰。乙巳蛇年新春伊始，本报记者分赴省内各地，记录下师生们寒假里的特别体验、收获与成长，展现教育强省新征程上浙江教育人的奋力作为——

蛇行千里劲头足，不负春光与时行

□本报记者 邵焕荣
通讯员 徐佳妮

“一丈青，扈三娘，正在操练武艺……”

2月10日下午6点多，尽管天气较冷，

新昌县大佛寺景区的水上戏台前还

是围满了人。戏台上，《扈家庄》《北

西厢》《陆文龙》等调腔经典剧目轮番

上演，演员们深厚的唱功、惟妙惟肖

的表演尽显调腔魅力。台下观众也

看得津津有味，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与喝彩声。

参与此次演出的均是新昌职业高

级中学的二年级学生。1月23日至2

月12日，新昌职高组织新昌调腔传承

班的29名学生走进大佛寺景区，开展

送戏进景区活动，以助力当地旅游发

展，营造热闹过大年的氛围。

“算上今天，我已经表演了17场。”

学生潘欣泽在《扈家庄》中饰演扈三娘

一角。从初中开始学习调腔到现在，这

是她第一次在“百姓舞台”上登台表

演。“刚开始很紧张，花枪都差点‘耍’到

水里，经过一次次表演后，有了舞台经

验，我的心态和基本功都有了明显提

升。”在潘欣泽看来，这次演出就是一次

特别的寒假作业。为达到最佳的表演

效果，每次演出前，她都会提前3小时

到场，化妆、开嗓、酝酿情绪、进入角色，

力求每次表演都能更进一步。

这些进步也被台下观众看在眼

里。戏迷陈先生是附近社区的居民，

每到演出时间，他都会自带小板凳前

来听戏，几乎一场不落。他告诉记者，

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些“小戏骨”的表

演是一场比一场好，“真想不到他们还

只是高中生，新昌调腔后继有人了”。

除了附近的居民，此次演出还吸引了大

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来新昌旅游前，

我压根没听说过调腔。这次慕名而来，

虽然听不懂方言，但那个‘帮腔’还是

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不虚

此行。”来自台州的何女士如是说。

“观众的认可比什么都重要。”学生

梁嘉华在《北西厢》饰演张生，他直言，

作为新昌调腔的传承者，今后将加倍努

力，不仅在当地“唱响”，还要将其推向

国际大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喜欢。

据悉，新昌调腔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为“中

国戏曲活化石”。新昌职高党委书记、

校长高勇介绍，为切实做好国遗调腔

的传承、发展、弘扬工作，近年来，该校

坚持党建引领，专门创办了新昌调腔

传承班，联合县调腔剧团，探索校团合

作人才培养新模式，共同培养一批专

业过硬、素养出众的调腔传承人。

“小戏骨”献艺百姓“大舞台”

□本报记者 舒玲玲

“像马不是马，它比马儿大，身

背两座山，脚踏万里沙。你们猜，

这是什么动物呀？”2月11日正月

十四这天下午，一场喜迎元宵的活

动在杭州市富阳区龙门古镇景区

“正大昌”内举行，小朋友们一起品

汤圆、做花灯、猜灯谜，现场欢声笑

语不断。

从龙门古镇景区入口，沿着鹅

卵石路往里走约莫1000米，经过曲

里拐弯的弄堂小巷和次第展开的牌

楼建筑，就能到达“正大昌”。这个

春节，凡是来到龙门古镇的游客，都

忍不住沿着路牌指引，到“正大昌”

来参观、打卡。

“我在龙门过了很多个年，但

‘正大昌’能这么热闹还是头一回。”

2015年从福建来到龙门创业，简丽

群在古镇里经营着一间茶室。回忆

起初见“正大昌”时的印象，她用荒

芜、破败来形容，“明明是景区内很

大的一方院落，却无人问津”。

变化始于2022年。浙江工业

大学设计与建筑学院城乡规划师生

联合党支部与“正大昌”所在的龙门

五村党支部开展联村共建，师生党

员们发挥专业所长，重新设计整修

改造方案，推动“正大昌”实现焕新

升级。“后来我就在这里新开了一间

茶香居，平时也帮着照看一下‘正大

昌’。”简丽群对记者说。

整个春节都牵挂着“正大昌”

的，还有浙工大城乡规划系主任周

骏。作为“正大昌”的运营人，游客

多不多、国潮文创销售得怎么样、需

要协调安排哪些活动等，周骏隔三

岔五要向简丽群及镇里干部了解一

下情况。

事实上，在年前，城乡规划师生

联合党支部的师生党员就参与到古

镇“龙门有戏”新春系列活动的策划

与布置中，火爆全网的国潮游、长桌

宴、“愉悦龙门”游线设计背后，都有

师生们贡献的智慧与巧思。他们还

将龙门古建筑中的牛腿元素进行数

字化和符号化提取，设计出冰箱贴、

水杯、衣服、鞋子等一批具有龙门特

色的国潮文创，成为春节期间热销

的“伴手礼”。

“浙工大师生不仅开拓了我们

对于古建筑保护与传承的眼界，也

帮古镇导入了优质的资源和项目，

进一步打响了古镇的名气，带旺了

人气。”龙门镇党委副书记陈雪娟介

绍，今年春节期间，龙门文旅市场活

跃，不仅高端酒店入住率同比增长

22%，欢乐居、孙家大院等10家餐

饮样本店日均营收也超过1.5万元，

米酒、面包、咖啡等店的打卡人次、

营业收入等更实现了数额翻倍。

春节假期刚过，城乡规划师生

联合党支部书记张善峰赶在开工首

日，与龙门五村党支部围绕成立龙

门五村强村公司进行了新一轮的交

流与讨论。接下来，他们将在继续

打造“龙门国潮”品牌之余，以强村

公司为载体整合、盘活龙门五村既

有文化、产业、空间资源，推动农副

产品销售，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奏响强村富民新乐章。

□本报记者 张纯纯

2月7日下午3点，仙居县田市镇东山溪村的

村委党员会议室里暖意融融。50多名村民共聚

一堂，他们中既有村里的老人，也有春节回乡的流

动党员，还有正在放寒假的初高中学生。此刻，所

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台前的一张新鲜面孔上，他

正是来自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红信讲习

团的周和兴。

站在台前的周和兴有些紧张。虽然自去年7

月起，他就作为浙理工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在四

川省乐山市开始了支教生涯，站上讲台讲课对他

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深入基层一线宣讲还是

头一回。“面对小学生和面对村民感觉太不一样

了，很担心村民对我讲的内容会不感兴趣。”

在周和兴的手边，有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

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他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

报、《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等文

件中摘抄的要点及相关案例，这些也是他此次宣

讲的主要内容。周和兴再次快速地扫了眼本子上

的关键点，紧张的情绪缓解了不少。不过更让他

感到安心的是此刻站在身旁的宣讲搭档——东山

溪村书记助理李中阳。

浙理工马院综合办公室主任杨艳琼是此次宣

讲活动的带队教师。她介绍，之前红信讲习团的

宣讲对象多为学生群体，这一次打破以往惯例，不

仅深入基层一线，还专门与大学生村官展开合作，

进行联合宣讲，可以在人员组织、素材准备等方面

获得更多助力，从而提升宣讲实效。

在前期准备宣讲素材时，李中阳就向周和兴

提了一些建议，例如在讲述浙江“千万工程”等内

容时，可以将自己在四川支教时的见闻融合进去，

让案例更加生动。同时，在当天宣讲过程中，当周

和兴介绍完一些理论知识后，一旁的李中阳也会

及时结合本村的案例进行更深入的讲解。这些都让周和兴

了解到：“基层宣讲最重要的是宣讲内容要和村民的实际生

活息息相关，他们才能愿意听、听得懂。”

除了理论宣讲，周和兴还特地准备了豆包等AI技术应

用小课堂，教会村民利用AI智能查询、写新年祝福文案等技

能。活动结束后，不少村民留在现场继续找周和兴指导，并

和他唠起了家常。在周和兴看来，这正是对他工作的最大肯

定。李中阳也非常满意此次宣讲活动的效果，“联合宣讲是

对我日常工作的有益补充，像防范诈骗等宣传工作，换新鲜

的面孔来讲述新鲜的故事，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希

望能够以此次宣讲为桥梁，未来与高校展开更多的合作”。

宣讲活动期间，红信讲习团的成员们还与仙居县当地的

大学生村官展开了进一步交流，

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心得体

会等。杨艳琼告诉记者，接下来

他将开展更多的联合宣讲活动，

并以其为契机，对各地大学生村

官进行深入调研，描绘好该群体

画像，挖掘出更多典型人物，助

力有志青年扎根基层一线，贡献

自己的青春力量。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金 澜

“眼下是智慧农业发展黄金期，

要加大研发力度，一边采集数据、创

建各类植物生长数据模型，一边引入

人工智能，探索农业系统私人定制，

让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元，更匹配市

场需求。”……正月初八，蛇年开工首

日，宁波市农田建设专家库专家、宁

波财经学院数字技术与工程学院副

教授张育斌如约来到宁波耀峰节水

科技有限公司，与负责人张峰畅谈新

年发展规划。这是张育斌受聘为“科

技副总”后一种特别的拜年方式。

为了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改革、壮大新质生产力，2024年4月

起，宁波试点选聘了15名高校、科

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前往对口企业

担任“科技副总”，助力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或攻关工作。

只不过相较于市里的受聘仪

式，张育斌与张峰相识得更早。

2022年，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组织的

一次灌溉专题培训散场后，刚刚接

手公司的90后负责人张峰主动找

到主讲人张育斌，邀请他去企业走

走看看。

“谁能想到农业强国以色使用

的灌溉阀门、电磁头和水表阀等产

品，都是这家郊区工厂代工的。”漫

步园区，张育斌在欣喜之余，也坦

诚地提出建议，“当前代工的利润

越来越微薄，企业要尽快做强自主

品牌，形成系列产品，延伸产业链，

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为高新

技术企业”。

张育斌的这番话说到了张峰心

坎上，从此双方开始了密切合作：张

育斌每月至少要来企业两趟，或走

进车间与工人交流，了解生产中出

现的问题，听听老师傅们的想法，并

无偿将新零件、配件、产品带回学校

实验室建模、测试。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张育斌

逐渐发现，帮助企业开发一款通用

阀门控制器及配套系统，仅靠自己

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他

拉上了学院的同事们，组建了一支

11人的助企小分队，并在企业设立

研发中心、扎下了根。企业更是在

张育斌的建议下，收购了北京一家

物联网软件开发技术有限公司，进

一步强化信息技术支持。

记者现场看到，这款软件登录

后，不仅能监测农田的实时温度、湿

度，还可以调节各阀门连接的水、肥

料、农药等使用情况，实现水肥药一

体化智能灌溉，达成省水、省肥、省

工的效果。

从厂区出来，张育斌驾车前往

一公里外的示范基地山禾农场。大

棚里，红艳艳的草莓挂在枝头，格外

诱人。张育斌边听农户介绍系统使

用情况，边检查果实品质，之后又来

到农田外的首部泵房查看水肥一体

化设备。“这两年来参观调研的同

行、客户特别多，光在会议室讲解技

术不够直观，我建议企业在宁波建

设实践基地。”张育斌介绍，之前宁

夏和新疆的客户就是实地参观后安

心下单的。

正月初八被民间亲切地称为

“谷日节”，提醒人们重视农业生产、

珍惜粮食。从事智能灌溉研究多年

的张育斌挂帅企业“科技副总”后，

也有了更长远的规划和设想：除了

高校团队引领，也要培养企业技术

师傅们的研发意识和能力，招募能

力强、理念新的青年技术人才。三

方拧成一股绳，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让更多农户用上智能灌溉设备，实

现乡村振兴。

党员师生幕后忙 古镇新春“更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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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副总”来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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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新昌职业高级中学学生表
演调腔经典剧目《陆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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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育斌（左）走访宁波耀峰节水科技有限公司，与车间师傅交流
技术经验。 （本报记者 金 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