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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财经大学 张 璇

我出生在浙江的一个小山村。妈

妈是村里的会计，一本记满数字的笔记

本、一个计算器，就是她管理村集体资

产的两大法宝。然而，传统的乡村管理

模式所引起的信息滞后、错误，导致了

乡村治理困难，阻碍了经济发展。这也

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

2019年，我考入了浙江财经大学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我想助家乡

走上数字化发展道路，成为乡村振兴的

践行者和探索者。

清晨，我在学院楼里一遍遍调试

代码；深夜，我看着电子数据在实验屏

幕里跳跃……入学后，我在学业与科

研上保持同步发展，打下扎实的专业

理论基础。

青年不应只有勇立潮头的梦想，还

应有身先士卒的情怀。我和队员们用

了3年时间，走了27个村子，敲开了200

余户村民的家门，举办了20余场乡村座

谈会，开展了8次乡村公益活动，总结出

共计15万余字的“乡村数字化转型”与

“青年组织农村发展”两项调研报告。

以数字经济理论为指导、数字化技

术为支撑，我为家乡搭建起一个拥有12

项软件著作权、2项专利，集党建、人口、

产业等多维度数据的乡村治理信息化

平台，村集体可以及时进行资产管理、

扶贫资金发放等，实现了数字乡村建设

从“0”到“1”的突破。目前，平台已在包

括下姜村在内的省内5个乡村推行，日

数据处理量可达10万条。

与此同时，面对农产品滞销难题，

我定制研发了农产品售卖平台，上线15

类特色产品，月销售量超2000件，50余

户村民年收入增长10.3%。

据统计，中国农村近五成住房处于闲置或半闲置

状态，八成以上村落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同质化严

重。我开始思考，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个困境？

我往返彭公村与学校，进行闲置住房设计、建设和

运营，进行了首个产业融合式民宿升级和首场康养产业

直播。村民们都打趣地说：“村里落户了个女大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内，18 栋闲置住房完成了

改造，为 57 名村民创造了短期就业，163 名村中空巢

老人得到了集中养老。原本空置的住房内洋溢着村

民们的笑语。

为了解决困扰农户多年的引水灌溉难题，我自主研

发了“山区引流”智能灌溉设施，4个村的23亩土地得到

了全自动灌溉。第二年收获时，农户高兴地告诉我，他

家的玉米多收了100公斤。

此外，我还提出了一套“校企村”乡村建设产业化发

展方案，成立享智存（杭州）信息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通过选派驻村经理，协助村集体通过数字运营驱动

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我协助中国

乡村振兴研究院，完成1.3万余名大学生与全国57个乡

村精准对接，千余个项目成功落地。

为了解决农民工在疫情下的就业难问题，我推出

了陪跑云职业技能培训平台，涵盖浙江、河南等地区，

得到了农业大省——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

认定支持，3 万余人通过平台培训获得了国家职业技

能证书，回到家乡参与建设。

我家乡的诗人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我想说的是：我不仅

热爱这片土地，更要为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实现乡村振

兴、共同富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武怡晗

一百多年前，著名音乐家、教育家

李叔同开创“学堂乐歌”，奏响了中国现

代音乐教育的乐章，他所代表的一代教

育大师在杭州师范大学前身——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培养了大批名师名

校长，形成了师德熏陶、技能养成和美

育为一体的师范培养传统。

一百多年后，在杭师大仓前校区的

叔同剧场，学生们以说、唱、弹、舞、书、

画为载体，通过六艺展演，述说着师范

人的艺术追求。

一项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服务

师范学生成长的赛事，为何能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通过一系列赛事，不仅尽显

学生风采，也让学生接受艺术熏陶，感受

人文气息，展示各项技能，达到搭平台、

练师能、重实践、筑师魂的效果。”杭师大

经亨颐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沈嫣说。近年来，立足深厚的人文艺术

和师范教育传统，杭师大不断推进赛事

迭代更新，打造出卓越师范生思政教育

的文化育人创新模式。该校课题《以艺

育德·以美润教：“新六艺”文化育人模式

十八年的探索与实践》也于日前入选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凝聚专业精神的赛事历久弥新
3月16日，以“艺气风发”为主题

的第十九届六艺节正式开幕。“我报名

参加了3个项目，朗诵比赛还取得了不

错成绩。”经历过上届赛事的“洗礼”，小

学教育专业2021级学生郭吟宁目标很

明确。记者面前的她，阳光又自信，而

刚入学时，文静的她却因舞蹈课一度感

到挫败，更别提参赛展示了。

改变发生在去年的六艺节上，她

所在的班级以集体舞《采薇》参赛，郭

吟宁和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从最初

的手忙脚乱，经历一次次排练磨合，最

终呈现出“翘袖折腰”的汉唐乐舞风

姿。“舞蹈获得了优秀奖，我也收获了

好体态和对艺术的认识，这些素质都

是成为教师的加分项。”学期末舞蹈课

结束，郭吟宁有些不舍，还特意给教师

发去信息致谢。

“赛事作为第二课堂，其实是第一

课堂的展示，聚焦培养的是师范生的

‘师艺’。”赛事指导教师、经亨颐教育学

院艺术教育系主任丁星参与了每一届

赛事，在她看来，赛事之所以能历久弥

新，关键在于比赛中所涉及的绘画、书

写、朗诵、唱跳等能力，考核和展示的正

是师范生的专业素养，凸显和凝聚的是

师范生的专业精神。

历届“六艺节”赛事项目，不仅呈现

着师范教育教学的百年“风骨”，更有应

对现代教育需求转变的“烙印”。以

2007年举办的第三届六艺节为例，伴

随着教育技术的兴起，赛事项目增加

了多媒体课件制作。近年来，棋乐大

赛、工艺设计制作比赛、诗文创作配图

比赛等特色类竞赛也风靡一时。目

前，合唱、舞蹈、简笔画、朗诵、书画、器

乐等成为固定项目，并延伸出动画制

作比赛、虚拟课堂评比、职业生涯规划

大赛等特色项目。而六艺节也从最初

的小范围学生参与组织，成为学校顶层

设计、各部门组织协调的品牌活动，实

现了师范专业学生参与面达到100%

的目标。接受艺术熏陶的师生群体累

计7万余人。

赛事项目的更迭，也让丁星惊喜地

发现，学生的自主性被最大化地激发出

来，大到赛事主题、规则，小到赛事的班

级组织、排练，学生们都能安排得“明明

白白”。“不少大一新生上艺术课是很羞

怯的，但参加了一次六艺节，你就能明

显感受到他们的变化。”

在专业课堂上，学生们也有了更多

的创造力。作为一门必修课，这两年，经

亨颐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中国文

学”课变得格外有“戏”。在任课教师梁

晓凤的指导下，学生们挖掘收集了一批

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廉洁故事，自导自演

了一系列“廉洁”主题情景剧。学生们穿

上戏服，化上戏妆，把诚信、清明、正气等

廉洁元素巧妙地融入戏中，使人身临其

境。眼下，这样根植于学生的课堂思政

改革，在学院蔚然成风。

一专多能的师范生不断涌现
走上讲台，她把英语课上得幽默生

动；走进校园，多才多艺的她擅长活动

组织策划。2017年从经亨颐教育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毕业后，一结束跟岗实

习，黄煜就被杭州天地实验小学录用，

并担任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大学期间，我不仅积累了艺术素

养，也培养了组织、沟通和协调能力。”黄

煜说，能成为学校的多面手得益于六艺

节的平台。6年来，黄煜不仅带出了杭州

市一级一星的鼓乐队，她本人更是获得

了杭州市成绩突出少先队辅导员、杭州

市少先队工作先进个人、上城区

优秀教师、上城区青年教师基本

技能竞赛一等奖等荣誉。

不仅给学生提供展示平

台，杭师大还构建起多元化的

人文艺术教育实践平台，建设

国家级艺术教育实训中心、省级重点教

师教育实验实训中心，为师生打造智慧

微格、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实训室，

开设300余间琴房。从校内的六艺节

舞台出发，学校持续拓展实践平台和育

人基地，组建“六心”志愿者服务社团，

通过六艺筑梦、“疆”爱传递、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等活动，一批批师生赴贵州、

新疆等地开展人文艺术支教。同时，以

人文艺术活动进社区、进校园、进乡村

等方式，为社区、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

奉献了一台台精彩演出。六艺节先后

入选教育部首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特色展示项目，获全国“大学素质教

育优秀品牌活动”金奖。

“在一系列的赛事和实践中，一批批

具备学科整合能力、一专多能的卓越教

师不断成长。”沈嫣表示，和其他专业相

比，师范生的招聘季总会提前些，每年，

各地教育局都会争先来校宣讲，目的只

有一个——尽早锁定好苗子。在近年来

的省级师范生技能大赛中，杭师大获奖

学生数连续8年居全省第一，在全国师范

院校教学技能大赛中更屡获一等奖，学

院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7%以上。

赛事带来的育人成效，也为杭师大

持续开展全科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提

供了思路。2014年，“师德·师能·师艺

并重的小学卓越全科教师培养模式创

新与实践”在学校启动，并入选教育部

首批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改革项目。

□本报通讯员 叶怡铭 陈青霞
葛孜越 余水玲

3月 27日是“世界戏剧日”。当

天，浙江树人学院焦桐话剧社的学生

们正在排练室反复打磨下一部大戏。

2012年，学校安排陈庆芳担任

指导教师，焦桐诗社正式转型为焦桐

话剧社。同年，学校成立无实物话剧

社，上演了第一部大戏《南墙》。由

此，戏剧育人成为学校开展“三全育

人”创新实践的重要探索。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把握话剧中

的人物形象和个性特点，陈庆芳常

常和学生一起写人物小传。“就像

《家》剧本中长子的角色，演绎这个

人物矛盾复杂的一面，需要深刻理

解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物经历

和心理。写人物小传可以帮助学

生更深层次地去理解剧本角色。”此

外，剧本创作改编、文献收集研习、

多媒体制作等都是话剧课的重要组

成部分。

回忆起在话剧社的点点滴滴，毕

业生沈昊印象最深的便是无实物话

剧社的第一部获奖作品《回来上

课》。陈庆芳以青年学生的精神迷

茫、困惑作为切入点编排《回来上

课》。沈昊说：“每次排练前，大家都

会齐唱一遍《国际歌》和念诵一遍梁

启超先生的《中国少年说》，以期那份

激越、豪迈能内化成角色的气质，用

戏剧魅力唤醒同学们作为中华儿女

的责任和担当。”

沈昊坦言，最初加入话剧社纯粹

是因为热爱表演，“但从第一次参演

的《南墙》到之后获奖的《回来上课》，

我意识到，演话剧不仅需要热爱，更

需要坚持。在话剧中我找到了归属

感，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人生中珍贵的

记忆”。

12年来，学校有2000多名热爱

话剧的青年学子加入社团，进行了1

万小时以上的排练。4000 多个日

夜的坚持，无数次的创作修改、台词

走位、动作设计，近 30 部大戏和数

不清的原创短剧，捧回了浙江省大

学生艺术节6个一等奖……一部部

剧的背后是一门门课，更是一场场

育人实践。

同时，学校还开设了戏剧表演

基础班、提高班，系统地教授表演课

程，指导学生参与表演，感受戏剧的

魅力。授课教师胡寒玥表示，戏剧

表演课能让学生解放天性，更好地

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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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师大：立足“新六艺” 探索文化育人新模式

本报讯（通讯员 李 旭 胡金林）
“没想到上大学还能吃到老师亲手做

的早餐，味道真不错，太惊喜了……”

近日，温州商学院2022级移动应用

开发专业3班学生小李发布了一条

朋友圈，同学们纷纷点赞留言。

当天5：30，温商院文博轩已灯火

通明，学校信息工程学院党委副书记

姜良和几名辅导员正在厨房中忙

碌。7:20，一些学生走进文博轩时，

甜香软糯的汤圆和发糕、鲜香四溢的

饺子刚刚新鲜出炉。

姜良笑容满面地招呼大家落座，

边吃边聊。他仔细询问学生们近期

在学习生活、择业交友等方面有没有

遇到困难，对学院和学校的发展有

何建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

生从教学课程设置、学风建设、寝室

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和建议。

“这次早餐会给了我蛮多惊喜，

没想到食材都是老师们亲手准备

的。”学生小潘说，平时早上没课都睡

到很迟才起床，上周看到班级群里发

出的通知，自己马上就报名参加了，

“吃早餐的时候，我想到我妈妈了，感

觉味道跟家里的差不多，很好吃，吃

完早餐还能去看看书，比在寝室睡觉

好多了”。

对于学生的点赞，姜良连称“没

想到”。他说，因为场地有限，这次从

130多名报名的学生中只随机选了

20人，“以后，我们会将活动常态化，

每周坚持举办一次，让更多的学生参

与其中”。

谈及举办此次活动的初衷，姜良

表示，一日之计在于晨，举办早餐会，

既能倾听学生心声，关注学生的需求

和建议，提供最优服务，更重要的是

希望学生们珍惜时光、勤奋学习。

鼓励早起出新招
温商院教师为学生做早餐

好戏连台 硕果累累
浙江树人学院积极探索戏剧育人12年

近日，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人体生命科学馆讲师团
开展的“百节特色课程送教活动”走进了宁波至诚学校。课
堂上，教师展示了真实的人体骨骼和脑的标本，详细讲解了
骨骼、大脑的构造及其重要性。接下来，讲师团还将为宁波
中小学生带去护齿大作战、“菌”队微世界、细胞成人之旅、
千丝万缕的毛发等寓教于乐的课程，共探生命奥秘。

（本报通讯员 高 洋 摄）

百节特色课百节特色课
共探生命奥秘共探生命奥秘

答卷答卷··
“零零后”学生话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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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特殊的姓名贴
红色力量引领杭科职院寝室育人

本报讯（通讯员 张学良）“以后我就是这个寝室

的卫生和安全责任员啦！”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智能

制造学院机器人2101班学生蒋铭鑫边说边紧紧按压

着寝室门上的姓名贴。

近日，杭科职院智能制造学院的学生寝室门都贴

上了一张特殊的姓名贴，这是学院“党建+寝室”红色力

量引领寝室育人的新举措。按照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

子联系寝室制度的新要求，以蒋铭鑫为代表的60多名

入党积极分子一对一认领包干学院寝室的卫生和安全

工作，“寝室的排名每月公布，我感到身上的担子重了，

责任也更大了”。

据了解，为进一步改善和提升学生寝室环境，同时

发挥入党积极分子的先锋模范作用，学院通过建立学

生入党积极分子联系寝室制度，采用谈心谈话、下寝指

导、线上督察、定期评比等方式，以身边人带动身边人，

生动体现朋辈榜样力量。

“一张姓名贴看似不起眼，在学生心里却是一张沉

甸甸的责任状。”智能制造学院党总支书记陈韵雯表

示，让入党积极分子积极参与寝室管理，对激发学生

自驱力、加强学风建设和促进寝室育人有着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