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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周刊

每年暑期,宁波高校都有不少大学生奔赴社区厂矿、田间地头,在实践中受教育、长

才干、作贡献。暑假现已如期到来，甬城各个高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暑期实践。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胡晓虹）6月26日，浙
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行知征客”小
分队走进了浙能工程技术公司，开
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习工匠精神
之旅。

浙能工程技术公司宁波分公司
经理助理张晓炜为大家做了主题宣
讲，讲述了自己在岗17年，从平凡劳
动者逐步成长为劳模工匠的历程。
浙江省特级技师、浙江省杰出工匠
应永民结合自身经历，和大学生们
分享自己的奋斗故事。宣讲现场，张
晓炜与应永民对大学生们提出的问
题一一悉心解答。

随后，同学们经过安全生产教
育，走进工程技术公司所承接的发
电机组检修一线，与一线检修人员
沟通，感受电力人的辛苦与不易。在
宁波分公司计量室，大家了解了电
力设备表计校验原理，并在专业校
验人员指导下进行校表实操。

同学们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这
难得的经历，张斌嵩同学表示：“参
加浙能发电厂参观活动，不仅让我
对电力生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宝贵的体验
和感悟”。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张宁 徐凯阳）“我
们将清廉元素融入小普陀、陶公岛
等东钱湖景观，把荷花、竹节融入乡
村文化，试图打造‘钱湖秘境’特色
清廉IP”……

7月1日，东钱湖洋山村的党员
村民们早早来到村文化长廊“滋德
亭”，与宁波财经学院师生党员们共
赏清廉海报、共做清廉盆景、共话清
廉榜样，共上一堂艺术感满满的清
廉教育党课。

“荷花因‘出淤泥而不染’的秉
性，而被赋予清廉的意象，这也为我
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洋山·
花境》系列作品就遵循了这一思
路。”宁财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党员
教师俞奕秋从点评学生作品切入，
为大家讲授了清廉为主题的党课，
她深入浅出地解析了党的最新理论
成果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用
大量可知可感的绘画作品、文创产
品展现了艺术参与基层党建的路径
与意义。

党课学习中，校地双方党员还
围绕“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开展交
流。

“通过与村干部们的交流、村书
记的分享，我们得到了最真实可感
的入党初心教育。”宁财院王淑婷同
学。

“在‘七一’党的诞辰纪念日举
行这场有廉洁味、有艺术感的‘校村
共上党课’活动，不仅检验了学生专
业学习与党校学习的成果，更为探
索校地党建合作形式，共同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新思路。”宁
波财经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
张凉介绍，当前学院已依托宁波未
来乡村学院与宁波多个乡村建立了
未来乡村实践基地，“今后我们将进
一步发挥专业学科优势，以党建联
建为纽带持之以恒推动艺术赋能基
层党建，共同书写党建联建、校村共
建的新篇章。”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李
臻 通讯员 高铭 吴怡然）在宁波这座
具有12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里，一群
来自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文学
与文化研究会的大学生们深入宁波六
区各个角落，调研宁波历史地名，讲述
宁波历史地名的故事。

6月15日起，这支充满朝气热情
的“宁波历史地名调查小分队”穿梭于
宁波的大街小巷，并随机面向140余名
市民开展问卷调查，足迹遍布鄞州区
的东钱湖、海曙区的鼓楼、江北区的老
外滩以及奉化区的北街等地。

“宁波取自海定则波宁。江北因位
处甬江、余姚江北岸而得名……”负责
讲解宁波地名历史的团队成员吴怡然
说，“每一个地名都是一段历史，一个
故事。我深刻感受到宁波城镇发展的
变迁与地名文化的厚重。通过走访调
研和口述传播，我坚定地认识到保护
和传承地名文化的意义。”

陈伯是土生土长的海曙人，在海
曙鼓楼，他向成员们娓娓道来：“之所
以叫药行街，就是以前这一整条街都
是药行，当时全国各地的药商都要来

宁波做药材买卖，是全国有名的中药
材交易中心。这条街啊见证了我们几
代人的成长，现在的年轻人知道的少
了。”老人的话语透露出对往昔的无限
眷恋，也让小分队成员深刻感受到了
地名所承载的文化分量和情感价值。

调查发现，知晓“宁波”地名由来
的37%，知道自己所居住区的区名由
来的约60%，能够列举出三个以上宁波
地名由来的受访者仅20%。关于熟知的
宁波历史地名，“东钱湖”的知晓率最
高，达93%；“天一阁”次之，知晓率达
90%；再次是“溪口镇”，知晓率为
85%。98%的受访者认为历史地名具有
独特的文化意义；85%的受访者认为历
史地名传承了当地的文化特色，应当加
大保护力度；9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
加历史地名文化等活动。历史地名是地
区文化的载体，连接着宁波的历史与现
在，有必要开展保护工作。

带队队长高铭表示：“希望通过这次
调研，让更多人了解和认识宁波历史地
名文化。我们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宣传力
度，将历史地名元素融入各种文化活动
中，提高公众的认知度和认同感。同时，
我们也呼吁专家学者积极收集和整理宁
波地区的历史地名名录，为保护和传承
历史地名文化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冬
晓 通讯员 王国海）“我们会梳特定的发
髻，然后戴上这个帽子，是不是很好看？”近
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寻访民族
乡村，探索共富密码”暑期社会实践队成员
走进宁波市奉化区印家坑村，开展一场体
验式实践、沉浸式调研活动，师生与村民感
受畲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共话民族乡村的
共富之路。

印家坑村位于奉化区尚田街道西北，
是宁波市唯一的少数民族（畲族）聚居村。
村民们热情接待了实践队成员，一位畲族
阿婆拿出自己珍藏的畲族特色服饰让实
践队成员体验，帮助同学们穿戴，感慨道：

“在党的领导下，村子和从前大不相同。现
在家家户户都在盖别墅、造新房，生活越过
越幸福”。

实践队以实地查看、入户调研、体验民
俗文化、感受民族服饰等形式，详细了解印
家坑村畲族人民的服饰文化、饮食习俗、建
筑特色、手工技艺及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内
容，探索民族乡村的发展道路，感受民族团
结现状。

印家坑村相关负责人介绍，村子偏僻，
一直靠山吃山，这几年，在党和政府的支持
下，村子建起了毛竹厂和竹笋加工厂，村民
就地务工，收入也提高了。此次，实践队成
员将通过实地走访、调研、体查等方式，探
索民族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值得一提的
是，实践队的成员中有两名来自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的同学，他们将与其他团队成员
一同前往浙江省内其他民族乡村感悟民族
团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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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做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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