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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去年，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中考取研究生的比例为88%。”“我

院已经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

馈’的良性循环。”11月26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评比会在中国计量大学

召开，会上十几个二级学院纷纷拿出

自己的“看家本领”，欲赢得这场关于

资助育人的“大比武”。

如何把资助做成“比赛”？资助

与育人怎样融合？在评比会上反复

被提及的一个词——“天健育人行动

计划”（以下简称“天健计划”），似乎

是解开这些问题的“密钥”。

2017年起，中量大以立德树人为

目标，以“标准、规范、质量”计量文化

为底色，以“传承计量文化、精准资助

育人”为核心，创新性提出将资助与育

人相结合的“天健计划”。“‘天健计划’

采取精准施策、个性化指导的方式，助

力受助学生成才、发展。加入‘天健计

划’，是很多学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中

量大学工部部长赵蓓茁说。

从“我不敢”到“我可以”
低着头、眼神躲闪，说话声音很

小，这是第一次天健学院面试时，赵

蓓茁对学生小马的印象。一年后，小

马不仅可以自信熟练地帮助教师接

待来访人员，还可以高效地处理许多

表格、文档、通知等办公事务，成为教

师的得力助手。

来自西部农村的学生小白，大

学入学时，第一次在杭州见到了地

铁。来到中量大，小白对大学生活

既憧憬又有些担忧。学院教师鼓励

他寻求改变，建议他多参加各种活

动，培养自己的兴趣。从成为学工

助理到参加科技竞赛，获得各类奖

助学金，拥有发明专利，小白的大学

生活璀璨又热烈。毕业之际，他还

作为发起人倡议成立学院基金，并

带头捐款回馈母校。

在“天健计划”中，这样的学生

有很多。近 4年，115 名学生通过

该计划得到了全面而有个性的发

展。“我们有个设想，在学生进入

‘天健计划’时拍张照片，写一封给

自己的信，毕业后再拍一张照片，

打开4年前那封信，学生们一定会

发现自己巨大的变化。”4年多来，

学工部资助中心教师见证着天健

学员从不自信低着头到自信昂起

头的蝶变。

虽然叫面试，但是天健学院的

面试不是以筛选为目的。资助中

心教师通过与学生面对面交流，了

解他们的基本情况，根据学生的需

求，选择合适的导师。天健学员的

进步，离不开“天健计划”的精准资

助。每一名学生都有自己专属的

资助方式，所有的资助都围绕一个

目标：激发学生潜能，帮助学生实

现梦想。

从“教师”到“人生领路人”
在全校范围内选聘优秀教师组成

的导师团是“天健计划”精准资助的

“撒手锏”，“私人定制导师，很任性”。

浙江省教坛新秀、省“三育人”先

进个人、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5次

教学优秀奖……在中量大，有一位“明

星教师”，他叫赵明岩，这些荣誉之外，

他还有一个“天健导师”的身份。

2017 年，在“天健计划”面谈

时，量新学院学生小周明确提出：希

望能参加赵明岩老师的课外科技竞

赛团队。在听了学工部教师的牵线

介绍后，科研工作繁忙的赵明岩当

场就同意了。进入团队后，小周从

打杂开始，到参与项目，再到独立做

项目，一步一步走到省级和国家级

大赛的舞台上。

大学4年，小周先后获得第十三

届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车竞赛

国家二等奖、浙江省大学生“挑战杯”

一等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二

等奖、浙江省工程综合能力竞赛本科组

一等奖等多项课外科技优异成绩。这

些荣誉的背后既有小周的辛苦付出，

也有“天健导师”的悉心指导。

在“天健计划”，获得“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的小贾，一步步从湖北

农村，走进了复旦大学；想学习数学

建模的小许，如愿进入学校数学建模

领军人物和优秀指导教师王义康的

团队；来自西藏的卓玛，终于实现了

跟社团指导教师孙倩一起跳舞的愿

望……受助学生毕业后以爱心基金

捐助、返校担任成长导师等形式回报

母校。

从“只发钱”到“个性化定制前景”
“我们希望通过‘天健计划’，

探索出一条学生资助工作从经济

型向发展型、育人型转变的路子，

形成好的机制，实现资助育人工作

高质量发展，从而助推广大受助学

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培养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校党

委副书记程刚说。

为此，中量大从顶层设计入

手，运用计量特色的七大资助育人

模块与载体，构建资助育人工作长

效机制。

中量大每个二级学院均设有院

级“天健计划”，覆盖全院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每个学院结合自己的专业

优势和特色，为天健学员一对一个性

化定制生涯规划。

“我到底对什么感兴趣？以后我

能做什么呢？”刚进大学时的小王是

迷茫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

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潘建伟团

队再次在量子物理领域取得世界领

先的成果”这条新闻闯进他的视野，

量子就像一颗种子扎根在他心里。

在教师的指导下，两年后，小王被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原子分子物

理方向录取，成为一名研究生。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

其源。”量新学院将其资助育人工程

命名为“思源”，学院以“精准落地”为

核心，制定了“怀源”“知源”“培源”

“引源”四大特色行动计划全方位育

人。近3年，量新学院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中获得校优秀学生奖学金的比

例为64.29%，学院累计3人获得国

家奖学金，其中2名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此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各

类课外科技竞赛中获奖的数量和质

量，都进一步得到提升。

“精准、规范、公平、质量”是计

量文化的精炼，近年来，中量大已经

逐步探索出一个具有计量特色的资

助育人样板。“基于系统思维的精准

资助育人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得

2022年度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精品项目立项。

“温暖的力量是最好的育人资

源，资助工作最重要的是规范和精

准。中量大精心谋划，在资助育人工

作中做了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设计，

形成了很好的机制，赋能学生成长成

才，效果很好。”省教育发展中心副主

任陈龙春在评比会上如是说。

资助让育人“有滋有味”
中国计量大学创新精准资助育人模式

□程振伟

近日，一门低调又“豪华”的本科生课

程，引起网友们的注意。它便是武汉大学

测绘学科的本科生课程——测绘学概

论。据了解，这门课始自1997年9月，由宁

津生院士倡导设立，授课团队由6位院士、

4位教授担纲。

说到“院士”，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科研强大”。然而武大本科生“金课”测

绘学概论，诠释出高校院士的另一层内

涵——教学育人上同样应该是楷模。学

校延续至今的“多位院士上同一门本科生

课程”的“传奇”，不该只是新闻，而应成为

常识，再大牌的教授也可投身本科生教学

和培养。

本科生培养的基础是专业建设，专业

建设的基础是打造硬核课程，打造硬核课

程的基础是夯实师资。武大6位院士一起

上本科生课程，再次证明一个铁律，那就是

“金课”的含金量主要在师资。不能以传统

的“唯科研论”“世俗投入产出比”等观念，

对教授乃至院士投身本科生教学有犹豫，

高校“以本为本”永不过时，即便是一流建

设大学也要重视本科生教育，它是学科建

设的根本。因为没有一流的本科生培养质

量，何谈基础扎实潜力巨大的未来科研人

才储备？

近年来，国家越发重视本科生教育，

提出建设规模相当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点。专业建设有赖硬核课程支撑，为此

教育部提出要在2019—2021年间，建成万

门左右国家级和万门左右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武大多位院士合力打造出含金量

十足的测绘学概论课程，诠释出“金课”打

造“就要有大炮打蚊子”的劲头。特别是

对诸如生化材环测绘等所谓“天坑”专业而言，本科生

培养没有“金课”，就吸引不了学生投身专业，不利于专

业建设，进而动摇相关学科大厦的根基。而武大多位

院士合力教授测绘学概论，初衷也是“挽留想转专业的

学生”，后来课程的招牌打响了，才有测绘专业学生的

“倒灌”，进而才有相关学科的“枝繁叶茂”。

“金课”之含金量，关键还在于硬核师资在情感

乃至精力上有多投入。武大“多位院士上同一门本

科生课程”，并非追求表面的师资强大，而是切实为

专业生存发展乃至学科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打造

“金课”，也是在生成一个系统。唯有课程强了、专业

学生多了，才会有相关学科的“枝繁叶茂”、源远流

长。武大测绘学概论“金课”，直接间接孵化出多位

院士，再次证明了“本科生‘金课’再强师资配备也不

为过”。

□本报通讯员 宋 超 胡格格

天气渐冷，为了让在外求学工作

的心灵得以慰藉，近日，宁波大学科

学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学工办的辅导

员和学生助理团队相约聚在了一起，

北方的师生一块儿包饺子，其他人则

做起了自己的家乡菜。一桌人围坐

在一块聚餐聊天，享受共享厨房带来

的舒适与温馨。

共享厨房热闹“开张”
高脚吧台、包间沙发、观景绝佳的

落地窗……每一个角落都能让人放下

包袱，放松心灵。这间共享厨房，是宁

大科技学院为师生在校内量身打造的

公共休闲空间，取名为“三餐四季”。

室内采光充足、线条简洁明晰、装饰优

雅有度，整体空间感十足。共享厨房

还设置了使用公约，包括爱护公共用

品、保证公共环境整洁卫生、做好垃圾

分类、整理好个人物品等。

据了解，共享厨房面向全校师生

免费开放，需要举办活动可通过线上

或线下方式提前预约。“能够省去场地

费用，开支一下子节省了不少。”“学校

里有这么一个好去处，更加方便我和

同学们交流感情。”“这里举办聚餐团

建，安全性肯定比校外高，我们做老师

的也能放心不少。”……刚一投用，这

片天地就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师

生破冰、班级团建、部门迎新等，几乎

周周都有热闹的活动在开展。

暖心故事接连不断
“就是说，被狠狠温暖到了。”

2019级金融2班学生吴槺洋在微信

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条动态。马上要

转专业的她，与班主任华小丽和老同

学们举行了最后一场集体活动。当

天晚上，43名曾经在一个班级学习

生活过的师生齐聚一堂，组织了一场

厨王争霸赛。天南海北的各色菜式

充分展现了学生们的配合度和默契

值，也把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紧紧联系

在了一起。聚餐后，吴槺洋和其他几

名即将离开这个班级的学生都收到

了刻有自己名字首字母的书签、印有

自己名字的可乐，以及一支寓意着前

程似锦的金色签字笔。

和吴槺洋一样感动满满的还有

人文学院的辅导教师韩佳琪。被即

将毕业的学生们邀请共同做饭聚餐

的他，倾听了学生们对毕业后的担

忧、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新生活适

应的烦恼等心声。“这次自然而然的

交流与之前的谈心谈话相比，少了拘

谨和约束，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我

和学生们都收获颇丰。”通过实践，韩

佳琪把“人生就像一道菜，要注意火

候慢慢来”的道理告诉了面临人生重

大选择的学生们。

思政教育巧进社区
共享厨房的应用，也是学校将思

政教育搬到生活区、实现思政教育润

物无声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宁大科

技学院结合新时代学生思政工作特

点，着力将学生社区打造成育人的重

要阵地，积极搭建育人新载体和平

台，努力实现思政教育打通育人最后

一公里的目标。

据悉，宁大科技学院的“进社区”

举措具体包括积极构建辅导员进社

区机制，选派公寓辅导员入住学生社

区，与学生同住同生活；把“家”的概

念融入到学生社区建设改造中，为学

生打造集学习、阅览、会议、参观、休

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的活动室；让

思政教育进公寓，在每幢公寓楼下开

辟专门空间，建设“院长聊聊吧”“读

书沙龙”“hello直播间”“红色印记学

习角”等党建思政工作新阵地。同

时，学校还建立了社区工作站，下设

辅导员工作室、党建工作室、朋辈工

作室、学生事务工作室等，近距离、贴

心地指导学生成长，让思政工作在学

生社区“送教上门”、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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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联
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海宁
市分公司、海宁市集邮协会举行庆建
党百年系列活动之走进东方集邮展。
协会的老先生和学子们分享着自己多
年来集邮的点滴细节，带领大家重温
建党百年征程路。

（本报通讯员 杨 洁 摄）

在酸甜苦辣中治愈人心
宁大科技学院打通育人最后一公里

（上接第1版）
为了配合米面生产线改造，村里已经在计划，将来成立股

份合作社，让大家都可以参与入股，实现村民共同富裕。“不仅

老手艺能够延续下去，还能把大家从强度大的工作中解放出

来，更多的人可以去从事其他工作。整洁干净现代的米面生产

线甚至能吸引年轻人回流。”林保平说。提起未来，陈妙顺也充

满期待：“以后不用那么辛苦做加工了，我还想发挥余热，去做

一做米面销售工作。”

从继承到创新，打造米面产业链
下铺郑即将迎来第一条米面自动化生产线了，然而杨开和

同事们的使命远没有结束。在浙工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和

下浦郑的合作蓝图中，除了搭建第一套米面自动化生产线，还

有打造第一个浙江米面标准，以及推动建设全国第一个“米面

小镇”的规划。

下浦郑人世代传承、常伴餐桌的一碗米面，还能掀起新的

水花吗？去年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师生团队开发出来的七彩

米面就让村民们眼前一亮。橙色的胡萝卜面、粉色的红龙果

面、绿色的西蓝花面……各式果蔬汁揉面满足了年轻一代对多

元化产品的需求，在销售商那里获得好评。目前，七彩米面项

目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生产效益提升20%以上。

在后续的米面自动化工厂建设二期和三期方案中，不仅米

面的产能将进一步扩大，再增加2条年产6000吨的自动化生产

线，还会开辟多元化的产品类型。“未来可以拓展到年糕、膨化

食品等，避免产品的单一化。”孙培龙告诉记者。“未来米面产品

不仅会进超市、上电商，甚至也可能做成一人份且易于冲泡的

方便食品，打开更大的市场。”林保平说。

以米面制造产业为起点，上游的优质稻、七彩果蔬产业蓄

势待发，下游的电商、乡村旅游等前景向好。下浦郑村作为台

州市农业特色产业小镇“米面小镇”，已经以米面产业为龙头，

规划出米面创意工坊、金色麦田、米面文化公园、七彩米面公园

等一系列产业衍生点。

今天，走在下浦郑的村道，两侧不少地方已经开始翻新与

美化。村容改造的背后是浙工大设计与建筑学院的智慧，院长

陈前虎告诉记者，学院早在2015年就开始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去年下半年开始关注到下浦郑的需求。学院不仅参与到“米面

小镇”中心、米面生产加工区、米面公园等场所的方案设计，也

积极促成村容村貌的升级。“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探索，让公

共空间更好地与村民的生活相融。”陈前虎说。

“村里仅有产业可能还不够，要做出品质，还需要提升内

涵、文化，打造与其他村庄不同的地方。”陈前虎认为。在他的

撮合下，人文学院也加入进来。后者在实地调研后，提出了打

造米面IP的一系列方案建议，尝试通过文旅活动策划、新媒体

运营、纪录片和短视频等，讲好下浦郑米面的故事、下浦郑人和

村落的故事。“我们3个学院，一个做米面产业、一个做人居环

境、一个做文化传承，分工也很明确。”陈前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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