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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
臻 通讯员 宋超 沈畅）近日，宁波大学科
学技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师生团队与慈溪
市交通运输局、慈溪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展开深度合作，通过专业调研和技术分析，
为慈溪市公交线网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切实解决市民出行难题。此次合作充分发
挥高校专业优势，为城市公共交通优化提
供了成功范例。

自2024年暑期以来，在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教师洪陈凯的带领下，学生
团队累计发动超过120人次的志愿者参与
调研，实地走访了超过50条公交线路。调
研范围涵盖慈溪中心城区、前湾新区以及
周巷、观海卫、龙山等重点区域。

团队通过深入调研，成功回收有效调
查问卷1500余份，并对21条城市线路和
32条城乡线路的运营数据进行了系统采
集与分析，并将各方诉求充分融入优化方
案，确保方案更加贴合市民实际出行需求。

此次公交线路优化措施方案抓住公交
出行线网薄弱区域，充分发挥公交的灵活
性和便捷性，根据乘客的“流时、流量、流
向”设计线路类型、发班时间、停靠站点，有
效推动公交“六进”服务品牌建设，共对10
条线路的走向进行了布局优化，市民前往
校园、医院、社区、商场、企业、菜场等场所
的出行便利性得到极大改善。

“此次慈溪市公交线网优化工作是高
校服务地方发展的生动实践。”慈溪市公共
交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建锋表示，宁大
科院师生团队前期调研扎实充分，广泛征
集各方建议，具体措施科学合理，在完善慈
溪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架构、提升公交服务
质量和满足市民实际出行需求方面均给予
了有力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 朱寺宏)4 月 12 日，
2025“贤江文化周”在慈溪开幕，活动以

“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为核心，纪
念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青年
运动领袖杨贤江先生诞辰130周年。

当天，来自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的“追光·青年炬火”团队师生来到会议
现场，参加开幕式及系列红色志愿活动，开
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在会场，团队成员采访了陈如平、张健
华、张克勤等专家学者，挖掘红色文化研究
新视角，力图以“寻访+传播”双线模式协
助推进文化周宣传，为贤江精神的传承与
弘扬注入新时代的青年力量。

团队成员走进慈溪市杨贤江中学，参
观杨贤江雕像与杨贤江名言墙，共上一堂

“沉浸式思政课”，让贤江精神从历史走到
眼前。

青年学子还化身“红色讲解员”，在杨
贤江故居为参观者讲述其革命家庭的故事
——从妻子张淑贞到长子杨天成的英勇事
迹，展现“一门双烈士”的家国情怀，透过简
朴的起居室、泛黄的手稿，感受这位教育先
驱“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江山”的豪情。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讲述者，更是未来
的书写者。”一名团队成员表示，他们将以
创新实践的行动，让贤江精神在新时代焕
发生机。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
者 林桦 通讯员 吕婕）当扑克牌遇
上田间数学课、当数学家的爱国故
事点燃学生的求知热情……4月13
日，宁波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党
员师生们带着21名小学生在油菜花
田里，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数学课堂。

开局一副牌，随机组“CP”。每个
学生“摸”一张扑克牌，抽到相同花色
的扑克牌即为一组。“红桃组集合”

“黑桃战队在此”随着童声划破春日
晴空，21个学生秒变“四大天团”，用
一些小游戏快速熟悉了彼此。

“这波分队操作既暗藏‘随机
性’的知识点，又能瞬间破冰！”看
着已经玩嗨了的学生们，学院本科

生第一党支部的预备党员王毓妍
揭秘。

“锁定方位！三点钟方向油菜花
田惊现完美对称图腾！”随着小老师
周榆丰清亮的指令划破春风，孩子们
立马顺着“老师”所指的方向望去。油
菜花海里，每一朵花都暗含了“黄金
分割”的“秘密”。小朋友们惊叹：“原
来数学老师口中的‘几何对称’，就体
现在我家的后院里呢！”

青年党员以环形围坐的互动形
式，创新打造“数学里的中国心”课
堂，为孩子们生动讲述爱国数学家
感人故事。从华罗庚“梁园虽好非久
居”的归国壮举到陈景润“哥德巴赫
猜想”的攻坚传奇，引导孩子们在历

史回望中厚植家国情怀，珍惜当下
幸福生活。鲜活的故事点燃了孩子
们心中的爱国火种，民族复兴的接
力棒意识在趣味问答和时空对话中
悄然生长，在他们心中播撒下“强国
有我”的信念种子。

“我们想把田野变成立体教科
书，打造场景沉浸式的数学科普课
堂”，宁波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本科
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孔家辉说道，这
场田野“π计划”是系列活动的开篇，
后续学院将立足学科特色，精心策
划并陆续推出系列多元化主题的数
学科普课程，通过打造知识性、趣味
性兼具的教学载体，为公众搭建起
一座数学文化传播的桥梁。

“青年+乡村=无限可能”“青
年如何在乡村找到用武之地”……
圆桌论坛现场，气氛热烈，一场围
绕非遗传承、农业文化旅游、资源
盘活、青年创业的“破圈”对话正在
上演。

童一村党支部副书记应春伟、
农业社长史红辉介绍村庄在助推

农业文化旅游、支持青年返乡创业
等方面的政策，号召青年学子为乡
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童一村90
后返乡创业青年蔡钦分享自己通
过电商平台推广特色农产品的创
业故事，总结出“流量吸引与政策
结合”的实践经验。非遗传承人叶
菊翠讲述金团麻糍的技艺传承与

创新，她将传统工艺与现代元素结
合，开发多口味产品，并通过电商
平台拓宽销路，吸引外地游客体验
非遗文化。鄞州区首批乡村CEO
金丽娜以童一村“新村建设”“老街
改造”为例，强调“让乡村成为青年
施展才华的热土”，呼吁青年把握
政策机遇，投身乡村实践。

浙大宁理与东吴镇童一村共建“青马工程”

“00后”以智慧点燃乡村新动能

解锁田野里的“黄金分割”

4 月 12 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2025 年“青马工程”研学活动在东吴

镇童一村开展，现场还举行了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与童一村共建“青马工

程”实践教育基地成立仪式。

当天，师生们在这里进行 8 小时

蹲点调研，从田野调研到非遗手作，

从青年论坛到创意提案，“00后”大学

生用脚步丈量土地，以智慧点燃乡村

新动能。

当天傍晚，各小组以PPT、短
视频、手绘地图等形式汇报调研
成果。

非遗传承组提出“非遗IP化
运营”“技艺短视频传播”等青年
参与非遗传承的创意传播方案；
生态文旅组策划了一条农业文化
旅游融合的特色研学线路，致力
于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资源活化组围绕废弃电影院设计
改造方案，提出“青年+村民”共

建的青年提案；青年创业组整合
村庄资源、返乡创业政策、案例等
编写了一份《青年乡村创业指
南》。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与探
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学研
讲，让青年学子能够‘蹲’下来，真
正地走进乡村，和不同行业的人去
对话，将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想形成
青年创意提案，用青年力量赋能乡
村。”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团委书记

聂迎娉说道。
近年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团

委不断深化“青马工程”的示范引
领，激发青年学生投身乡村振兴、
建功新时代。未来，学校也将进一
步深化校地合作，拓展乡村实践育
人平台，积极引导广大师生成为乡
村振兴的宣传者、实践者与参与
者，持续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和共同
富裕建设贡献力量。

“青年如何成为非遗的守护者
与传承者”“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如
何碰撞出新的火花”“如何整合资
源激活乡村闲置资产”“青年创业
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带着这样
的问题，青马学员兵分四路，围绕
非遗传承、生态文旅、资源盘活、青
年创业四大方向在童一村开展深
度调研。

“糯米要蒸到‘弹牙’，松花粉
得现采才香！”在童一村的老宅里，
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青马学员揉
制金团麻糍，学员们深入探访这项

传统手艺，用微纪录片记录从糯米
浸泡到木槌捶打的12道工序。

今年是“两山”理念提出20周
年，学员深入九头山、海丝公园、天
童老街等地找寻“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实践密码。

调研中，童一村党支部副书记
应春伟提到，童一村始终以生态保
护为前提，紧紧依托丰富的山水资
源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持续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在保护生态的前
提下发展农业文化旅游。金丽娜向
青马学员展示“两山”理念的实践

案例，讲述她从跨界新农人到乡村
职业经理人的成长经历，探讨青年
与乡村的双向奔赴。

“回村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
天地。”90后青年返乡创业者蔡
钦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原本我
只是想让爸妈在家里有点事做
做，后来发现村里也需要新鲜血
液，在村干部和乡村CEO的帮助
下，开起了属于自己的‘山下小院
’。”青马学员围绕创业政策、流量
运营等话题共同探讨青年在乡村
的用武之地。

圆桌论坛开启“破圈”对话

结合调研见闻形成青年创意提案

走进童一村实地调研

青年学子
传播弘扬贤江精神

高校师生用专业
“把脉”出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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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陈艳

金丽娜和学员们交流。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