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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臻 通
讯员 吴珍波 潘榕）3月30日，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阅城知行”主题活动春季篇在宁波
美术馆启动，首期主题为“品艺”。26名学生在
该校艺术学院院长潘沁的带领和讲解下，漫
步于各展厅，领略多元艺术融合之美，开启一
场与众不同的艺术探索之旅，寻求专业学习、
兴趣发展和就业选择的衔接点。

《与卷同舒——李晨插图艺术展》《拐角
遇见光——张桂烨个展》《群山回唱：古巴塔
个展》……春日里的宁波美术馆展览颇多。
学生们三五成伴立于画作前欣赏交流，或惊
叹于作者高超的绘画技巧，或细细探讨作品
不同的构思表达。“大家看，这幅作品它的整
体构图非常流畅，有特点。”潘沁驻足提问
道，“前段时间你们去安徽西递写生，可以拿
自己的作品对比下，有哪里可以学习的？”不
少同学小声讨论着。“对艺术学院的学生来
说，看展不能只是拍照打卡，更要看门道、学
知识。”潘沁说。

其间，宁波美术馆展览陈列部主任黄易
锋还参与“兼职”讲解，带领学生们从物、景、
内、外的独特视角出发，介绍馆藏油画作品
展厅和宁波美术馆，沉浸式感受这座文化地
标在宁波的魅力。

据悉，“阅城知行”是宁波城市职院机关
党总支、艺术学院党总支联合打造的主题活
动。去年秋季篇受到学生广泛好评，今年春
季篇围绕“品业”这一主线，由校长、教授等
领衔，还将前往人文聚落、港口、艺术中心，
聚焦城市与专业的交融，解码艺术与新质生
产力，带领学生品味融化在甬城文化脉动中
的专业知识，提前了解行业发展前景，做好
职业生涯规划。

谁做的衣服更好看？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冬
晓 通讯员 王国海）4月1日，浙江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
赛项在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后，在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落幕。这场汇聚了众多年
轻设计师才华的盛宴，不仅展示了学生卓越
的创意设计能力，更彰显了职业教育的魅力
与活力。

本次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全省8所
高职院校的32名学生选手参赛。比赛内容
包括服装创意设计、服装制版与工艺两个模
块，旨在全面考查学生的创意设计能力与实
践操作能力。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审美结
合，体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准，评委们对选手
们的表现给予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还邀请了业内专
家和知名企业代表担任评委，他们根据参赛作
品的创意性、实用性、工艺水平等多个方面进
行评价，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和专业性。

经过激烈角逐，一批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其中，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选手
丁佳艳、陈翠萍获得第一名，她们的服装作
品设计新颖，工艺制作精细，较好呈现出匠
心独运的专业水准。

“中华耕读文明的世代传
承，一方面依靠以‘耕’为基础
的劳动实践，另一方面依靠以

‘读’为本源的价值文化教育。
我希望同学们既要立足田间地
头，又要扎实学好课堂本领，树
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赓
续新时代的耕读文明。”随后，
宁财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原理教
研室的王长和博士又围绕“耕
读文化”与同学们展开了探讨。

有的同学说：“王老师的话
让我认识到，耕读文明不仅仅
是古代的传统，它更是我们新
时代的宝贵财富。只有在劳动
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活的
艰辛与美好，才能真正体会到
劳动人民的伟大。”

还有的同学表示：“我以前
总觉得农业离我很远，但现在

我明白了，农业是国家的基础，
是我们生活的保障。我要努力
学习农业知识，将来为我国的
农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的理解很到位。耕
读文化强调的是劳动与学习的
结合，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的统一。在新时代，我们更要传
承和发扬这种文化，让它焕发
出新活力。”王长和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宁波
财经学院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项目之一。“这堂课不
仅让学生们亲身感受耕读文化
的魅力，也激发他们追求科技
创新、推动社会进步的热情。”
宁波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实践体系建设研究基地负责
人、宁波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副院长姜帆老师说。

从田间劳作到耕读文化，再到粮食安全

大中学生 田间共上一堂思政课

宁财院老师吴翠环为初中生上思政
课。 通讯员供图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4月2日，宁波财经

学院杭州湾校区的“恒

园”劳动教育基地里，

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一群来自宁波科学中

学的中学生和宁财院

的大学生正挥舞着锄

头，尝试栽种草莓。

这是一堂劳动教

育课，也是宁财院与宁

波科学中学学生们共

上的一堂思政课。这堂

思政课从课外实践到

翻转课堂，从栽种草莓

到耕读文化，再到粮食

安全，这样的思政课让

学生们通过“做中学”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新时代农业发展

的重要性，培养他们的

家国情怀。

宁波科学中学的同学们在宁财院杭州湾校区栽种草莓。 通讯员供图

品耕读文化悟“新质生产力”
课程一开始，老师们就让

大家在春光明媚的农田里挥汗
如雨地当一回“农民”。“我之前
从来没种过地，今天体验之后
觉得这样的参与很有意义，懂
得了农耕的辛苦，农人的不
易。”宁波科学中学初一（3）班
的陈柔西说。

栽种结束后，同学们又来
到翻转教室，宁财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原理教研室的老师们早
已等待在那里。

“同学们，我们的袁隆平
爷爷曾经说过他有两个梦，你
们知道是什么梦吗？”“他毕生
的追求是把中国人的饭碗牢
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中国人的饭碗掌握在自己手
上了吗？”……

宁财院老师吴翠环一连
串的发问，引发同学思考，进
一步引导大家要认识到确保

粮食安全既要重视粮食生产
也要重视粮食储备。“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的核心要义，就
是着力调整优化粮食安全实
现方式，把产能建设作为根
本、把科技创新作为支撑，推
动我国粮食生产迈上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
安全的发展之路。”吴翠环又
顺势引出新质生产力，“这无
疑是一种向新质生产力要增
长、科技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最佳证明。新质生产力，要
义就在科技创新，在于技术的
革命性突破。”

“在大学课堂上，接触到
了这个新名词‘新质生产力’，
让我认识到了科技创新在农
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我要努
力学习科学知识，为将来的农
业发展贡献力量。”初一学生
张晨熙说。

大中学生农田共上一堂思政课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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