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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周刊

牛 教 授

“同学，快来尝尝半

浦村的灰汁团，纯手工

制作，风味独特……”近

日，2024年宁波市“农指

优选”惠民共富展销活

动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举行，在江北区慈

城镇半浦村摊位里，一

位个子高高的、笑起来

眉眼弯弯的女教师干练

地忙里忙外，热情地向

往来师生推介着该村的

特色农副食品。

这位女教师名叫王

玉靖，是浙江工商职院

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

授，她的另一身份是半

浦村的农村工作指导

员、驻村第一书记，这已

是她今年参加的第4场

“农指优选”惠民共富展

销活动。

“今年是农村工作

指导员制度实施 20 周

年，我有幸成为第十四

批农指员中的一员，为

乡村代言，把优质农产

品推介给更多人，助力

村民增收，这是农指员

的工作职责之一。”记者

采访王玉靖时，她谈起

了自己作为一名高校教

师，自 2024 年 1 月驻村

以来的工作经历，以及

对于农指员工作的理

解。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姚敏明

参观保存完好的民国时期兴建
的西洋建筑“半浦小学”，参与非遗大
漆手工布袋制作体验，品尝地道的农
家美食，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历史的厚
重……这是王玉靖为学校工会组织
的退休教职工重阳节活动所作的策
划安排。

自出任半浦村农指员、驻村第一
书记以来，类似这样的活动，她已组

织策划了不下5次，每次都会根据到
访团队的活动类型、人员组成等作出
调整，实现团队需求与半浦村资源的
充分对接。她还尽可能地抓住线上线
下的机会，大力宣传半浦村的文旅特
色，推介该村的优质农产品，“时不时
发发朋友圈宣传半浦已经成了我的
日常。”

让王玉靖感到欣喜的是，她的工

作得到了当地村民、干部的一致好
评。“走在半浦村村道上，不时有村
民会和我打招呼、聊家常，回到办公
室，也常常会发现村民放在桌上的
喜糖和喜蛋，觉得自己已经真正融
入了半浦村，高校教师任农指员大
有可为，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
我会继续加油好好干！”王玉靖爽朗
地笑着说。

出谋划策好帮手 文旅推广宣传员

助力乡村振兴 这位农指员有高招

“农指员工作对我来说是全新的
工作，具体是干什么的，该怎么干？一
开始并不是很清楚。”王玉靖坦言，

“在实际工作中，渐渐发现农指员工
作的内涵很丰富，每个村子情况不
同、每位农指员的专长不同，相应的
工作内容、方式方法也不同。”

半浦村为宁波市十大历史文化
名村之一，历史底蕴非常深厚，保护
与传承乡土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其
内涵与实质，争取并落地一系列相
关建设项目，是近年来村里的重点
工作，这也给了身为建筑工程专业
教师的王玉靖以“用武之地”。驻村
以来，她积极参与了半浦村砖瓦厂
改建招商项目、古建筑修复项目的
方案论证，帮半浦村村委会撰写了

“江北区和美共富示范培育村”上报

材料，协助半浦村党支部书记陈卡
男与高等院校、研究院等单位商谈
文旅开发项目，从建筑专业的角度
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此外，村里
需要建设整改的小项目，如“一米菜
园”“半闲咖啡”“浦溯茶咖”“半浦村
内道路改造项目”等，也都能看到她
的身影。

姚江岸边的古渡口承载着半浦
古村的历史，是村民和游客喜爱的地
方，随之而来的小摊位占道经营问题
也日益凸显，影响了群众通行和周边
环境。村委会找来王玉靖一起商议对
策。本着宜“疏”不宜“堵”的原则，大
家提议在绿化带上用混凝土浇筑平
台并拓宽边沿，便可用于经营户统一
在此设摊，王玉靖听后提出了不同意
见，指出这样不仅不美观，还影响了

绿化。为了找到问题的“最优解”，她
快速投入一系列的工作中。

与区农指员一起多次勘察、调
研，请学校师生绘制改造后的效果
图，跑有关部门作协调沟通……经
过数月的细细筛选、奔波忙碌，一个

“半浦古渡口集市”的建设方案初具
雏形：用塑木板搭建平台美观又耐
用，将原绿化带中的树木做移栽处
理，可最大程度地保持生态原状和
绿化面积，建成后的古渡口集市还
将进一步集聚人气、带动经济，实现
多方共赢！

“目前这个方案已经升级为‘渡
口街公园’，即将进入项目施工阶段，
非常期待！”陈卡男说，“王老师可谓
帮到了点子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助
力！”

今年8月31日，在古老的“二老
阁”遗址附近，古建筑中书第、纪念林
则徐“则徐亭”荷花池塘旁，一座名为

“半闲咖啡”的咖啡馆开门营业，精心
的选址，独特的装修都让这个咖啡馆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值得一提的是，
咖啡馆一隅还布置了一个“微书房”，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休闲空间。

竭力牵线搭桥，促成半闲咖啡
（微书房）项目的，正是王玉靖。“半浦
村有藏书历史文脉，把书香文化植入
文旅项目既有特色又有必要”。基于
这样的想法，她通过校图书馆馆长牵

线，与市、区图书馆协调联系，在村中
设立“微书房”，与新开设的“半闲咖
啡”“浦溯茶咖”相结合，并由校分院
老师进行室内设计，为村民和游客提
供图书借阅服务，更好地传承半浦书
香文化。

“周末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
这里，体验乡村咖啡伴书香的休闲生
活，日常也有不少村民和游客来这里
看书。”半闲咖啡经营业主说，“微书
房的入驻，不仅有助于客流量提升，
更提升了咖啡馆的格调，非常感谢王
书记的全程帮扶和热心关照！”

今年4月，邀请市第一医院专家
来半浦村为老年人义诊，重阳节之
际，联系校图书馆给半浦老人捐赠期
刊……除了促成“微书房”项目，王玉
靖根据自己的社会资源做了许多有
益于村民的工作。“特别要感谢学校
对我工作的全力支持，校领导专程来
村调研指导，相关师生一起出智出
力，我所在的建筑与艺术学院党总支
与半浦村支部开展了党建联建，将在
党建、服务、培训、项目等方面加强互
联互动，真正体现了‘一人驻村，全单
位压上’的原则。”王玉靖说。

出谋划策的“好帮手”

牵线搭桥的“热心人”

文旅推广的“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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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靖

王玉婧（左）在展销会推介半浦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