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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寒假生活怎么过？

宁大阳明学院发布
寒假指导手册

眼下，在甬高校陆续进入寒假。大学生
返乡，他们的学习场景由学校转到社会，身
份由大学生变成“大人”，思考的问题从“专
业学习”变成“自我探索”。

那么，一个多月的寒假生活要怎样过，
才能给大学生以积极正向的引导？

1 月 19 日，宁波大学阳明学院发布
《2024年寒假指导手册》。这份“寒假通关攻
略”包括规划人生、感悟社会、励志成长三
个模块，10 项活动，以必做和选做的方式，
为阳明学子寒假充电赋能。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冬晓

涵盖实践与成长
三个板块10项活动

宁波大学阳明学院是专门负责全校按
学科大类培养的一年级学生的教育教学管
理及学生专业分流工作的二级管理学院。学
院有3800多名学生，绝大多数是大一新生。

“05后”进入大学，经过半年适应，逐渐走向
独立，随之而来的也有困惑。

“这种困惑有对专业学习，和成长规划
的困惑，也有集体生活、人际交往的困惑，还
有在信息洪流时代对网络声音和真实社会
孰真孰假的困惑。”宁波大学阳明学院学工
部主任周玉员是《2024年寒假指导手册》的
负责人，他和阳明学院辅导员老师们一起设
计了这份寒假指导手册，希望大一新生在寒
假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打卡21天行为习惯
养成，让“05后”大学生们有所思考和成长。

这份指导手册，设计了实践、规划、成长
三个板块。

“感悟社会”篇中，鼓励返乡大学生走进
乡村探访共富，或打卡红色景点感悟初心使
命，或走向社会打零工、参与实践来感受真
实的社会生活，探明未来的职业方向。

“规划人生”篇，学院邀请了加拿大工程院
院士、美国斯蒂文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姚育东开
展了以《目标、策略、行动：我们在人工智能时
代》为主题的讲座，从目标、能力、习惯出发，指
导学生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好地规划人生。

“励志成长”篇中，设计了学会学习、学
会科研、学会阅读三个板块，通过组建学伴
群，朋辈学习指导群等，为学生在家学习提
供帮助。

补足短板探索自我
这些活动充满巧思

“往年我们会推荐书单，让学生根据兴
趣阅读。今年做了改变，学院邀请鹿鸣书友
会和聆心工作坊的老师作为导师，带领同学
深度阅读《非暴力沟通》。”周玉员说。

之所以指定这本书，是因为老师们发现
这群“05后”学生脱离家庭，进入集体后暴
露出的“人际沟通”短板。

“最常见的，大家住在一个寝室，学生晚
归影响到早睡的学生，空调开的冷风让人不
适应，怎么去协商？怎么提出自己的诉求？有
的学生不知道怎么沟通，憋久了爆发出来，
又会引发矛盾。”周玉员关注到这一现象，指
定阅读《非暴力沟通》。

“希望大一新生们通过学习《非暴力沟
通》，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提
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情商。”领读导师、宁大
阳明学院辅导员买思思说。

此外，21天行为习惯养成，也从之前的
运动打卡，扩展到打扫卫生、烧菜、学习一种
乐器，获得一种技能等。“我们希望大学生们
能够发掘自己的潜力，探索自己的爱好，学
会学习，学会生活。”周玉员说。

果子周六拉回来。周日，谢
龙胜和叶敏辉，变成“跑腿”送
货上门。

两个人分区包片，规划路
线，串起10多个校友所在小区。
谢龙胜从学校出发，前往东部
新城，再到江北。叶敏辉从鄞州
出发，走机场高架到海曙，两个
人一下午分销200多斤红美人。

紧接着，第一批拿到果子
的校友们在社区群、朋友圈

“炫”起了红美人。两天后，校友
群里接龙自购或帮忙订购的量
大了起来，形成一波销售高潮。

从塘溪田间到校友手中，
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从地头快
递直发，成本就上来了。为了节
省开支，把利润给农户，周妙亚
发动塘溪小学家住鄞州的老师

们，下班回家顺便把红美人送
到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或者就
近送到校友所在小区。

送到浙大宁理的红美人，
再由谢龙胜和叶敏辉，下班开
车送到校友家。

“送了三四天吧，零零散散、
购买量小的校友都拿到了。还有
大批量采购的校友，就自己开车
去农户家了。”叶敏辉说。

开公司的浙大宁理校友竺
琦岚，采购两百斤红美人作为
员工春节福利。

“我自己是从农村出来的，
出于本能就买了。谈不上帮忙，
果子品质好，价格实惠，他们缺
渠道，我们有需要，做生意讲

‘双赢’，这就是！”竺琦岚说，他
还把汤农户家的红美人推荐给

了客户，还打算利用公司的业
务搭建平台，推荐文旅农产品，
助力乡村共富。

谢龙胜粗粗算了下，群里
校友下单有1000多斤，还有不
少校友介绍客户，自己开车跑
到田里大批量购买的也不少，
加起来毛两千斤。

浙大宁理校友会也正在思
考，如何利用校友会的力量，搭
建平台，把零散的助农帮扶，变
成系统工作更好地服务社会。

“我们校友会一直热心公益，以
学校为依托，把校友当家人，下
一步将完善校友组织结构，团
结更多校友，更好地服务社会
发展。”浙大宁理招生与就业指
导处（校友联络办公室）副处长
张硕说。

一个热心人碰上一群热心人
滞销的5000斤红美人售空了

1月23日，鄞州塘溪下华塘村五旬农户大棚里的5000多斤红美人售空了。

消息传到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校友会，大家很欣慰。不到20天，校友们自购或挖

渠道助销近2000斤红美人，另外3000多斤也由其他渠道售空。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卢帆

一个热心人碰上一群热心人

浙大宁理校友办的谢龙
胜，不是宁波人，能和鄞州塘溪
五旬农户搭上界，不得不提塘
溪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周妙亚。

周妙亚扎根山区30多年，
也是热心公益的“中国好人”。
她发现很多外来务工子女家境
困难，家长们忙于生计，很多孩
子放假后只能待在家里看电
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2014
年，周老师开设了公益托管班。

今年1月初，曾是她托管班
上的学生小汤回校找“周妈妈”
告诉她，他家5000多斤红美人
滞销在地里。

“他父母五六十岁，天台人，

到鄞州租地搞大棚，老实本分，
前几年生意不错，这几年销路不
好，红美人摘下拉到菜场零卖，
那么大的量能卖掉的？要烂到地
里咯。”周妙亚了解小汤父母的
情况，存下“帮一把”的心思。

一次聚会，周妙亚碰到谢
龙胜，询问“能不能借助校友的
力量帮忙卖红美人”。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办校20
多年，多数校友留在宁波，校友
会助农也不是头一次。2023年
10月，浙大宁理校友会曾帮助
北仑果农售卖800斤的阳光玫
瑰葡萄。

浙大宁理宁波校友会常务

副会长叶敏辉是个热心人，毕
业快20年了，事关校友及校友
会的大小事情，他都会积极参
与。有叶敏辉的支持，谢龙胜有
信心“能帮上忙”，但还是要实
地考察过农户的情况，果子的
品质，再确定怎么卖。

1月 13日，谢龙胜到塘溪
镇下华塘村实地考察，了解到
这家农户的水果还曾获得宁波
市相关评比大赛一等奖。“果子
很甜，价格也公道，8元钱一斤，
都是树上现摘下来的，照片、视
频发到两个校友群，校友接龙
购买，当天就摘了200斤。”谢龙
胜说。

不到20天，5000斤果子卖完了

摘的红美人和草莓装满后备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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