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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桦 通讯员 胡
伶俐 李静）5月10日下午，宁波大学
梅山校区第五届文化艺术节在梅山
校区开幕。纸船争锋、舌尖上的学术
密码……各个学院展示了各自的“当
家绝活”，千余名师生及校友共赴这
场海洋特色与青春创意交融的文化
盛宴。

当 天 下 午 ，活 动 以“School
Walk”沉浸式打卡模式，精心规划出
一条串联9大地标建筑的文化动线，
将“感恩底色、鲜红本色、民俗成色、
海洋特色”四大要素巧妙融合。

从承载革命记忆的红色档案展
馆，到琳琅满目的非遗体验区；从飘
着墨香的图书馆，到风景优美的梅
园，同学们深度感受梅山校区“山海
相拥”的独特魅力。

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近
300名学子解锁梅山校区“学术盲
盒”，在海运学院、海洋学院、食品科
学与工程学院和宁波海洋研究院精
心设计的体验项目中开启了一场跨
学科的知识探秘之旅。

海运学院的纸船争锋赛将物理
原理转化为竞技乐趣，各支队伍运用
工程思维折制彩色A4纸货轮，在“载

重对决”中比拼结构稳定性；海洋学
院通过鱼苗放养仪式传递“守护蔚
蓝”的环保理念，知识问答环节掀起

“海洋科普风暴”；食品学院美食工坊
则上演“舌尖上的学术秀”，让大家体
验食材与化学变化的奇妙反应，在

“食”光物语展区，分子料理实验、食
品检测演示等环节更揭秘了“舌尖上
的科学密码”。海洋研究院的VR体

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戴上设备即可
“潜入”海底两万里。

梅山校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活动是梅山校区首次以“校园探索”
形式融合文化传承、学科特色与美育
实践，希望通过沉浸式体验进一步密
切校本部与梅山校区的交流互动，增
强宁大师生与校友的情感联结和文
化传承。

平台对人才培养非常关键。宁
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建立

“力学+”智能制造联盟，与100多家
企业共建实践基地，建设校企研究
平台（研究院/研究中心/实验室等）
25个，并将平台建在了企业里。除此
之外，还承担50个校企合作宁波市
重点研发项目，合作经费超过6000
万。

如何依托项目激发企业活力？政
校企三方共同汇聚资源，构建起面向
产业科研的“企业出题→复杂问题校
企答题→前沿问题政府助题”的“项
目牵引”产研协同育人机制。

成效是“肉眼可见”的。
近3年，校企签订横向课题270

项，政府助题项目50多项，签订合同
经费约1.5 亿元，保障人才培养的

“一生一课题”。2017年以来，校企联
合获省部级奖项20项，获浙江省高
等教育学会二等奖1项。

“在师生助力下，我们所研发的
产品获得了2024年度浙江省制造
业首台（套）产品认证。”一家企业负
责人兴奋地说。在项目牵引下，学生
的创新创业能力也进一步增强，
2017年以来在国家创新创业大赛中
获得金奖和一等奖共计13项。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首要任务，
未来我们会继续进一步深入车间、
走进一线，去发现企业需求、去解决
复杂问题，以‘真题真做’来培养更
多具有‘真才实干’的制造业人才，
不断开创校企共赢新局面。”宁波大
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特聘院长阮
殿波说。

“非遗竹编是否做成数字化文创
产品？”“我们能否运用 AI 技术开发

‘古城守护者’数字盲盒？”……5月11
日，宁波慈城古镇的不少居民与游客
遇到了一群青年“创客”，他们走街串
巷调研访谈，在古镇里探寻创业商
机。

原来，这群年轻人是来自宁波财
经学院创业管理（长城商学院）专业
的大学生，他们正参加“青春慈城·创
业周末”竞赛活动，挑战用专业所学
在48小时内探寻商机、整合资源，找
到符合比赛要求的创业机会，并形成
完整的创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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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很新颖，但我们还要考虑
运营成本，对文旅淡旺季的经营策略
还应细化。”

“本地农产品配送一定要考虑运
输损耗，要有风险控制预案。”

“场地预算不用那么多，慈城镇
有很多创业孵化政策。”……

除了有同学们的主动探索创新，
慈城镇和宁财院联合派出的创业导
师团还从市场定位、目标客群、盈利
模式和创业政策等方面为大家的项
目“把脉问诊”，让许多团队逐渐把碎
片化的想法变成了可执行的计划，使
项目方案在思维碰撞中迭代升级、臻
于完善。

“我们将打造慈城古镇沉浸式
‘剧本杀’，让游客以角色扮演形游古
镇、品文化”“我们计划在古色古香的
老城里开发中草药茶饮，打造出独特
的慈城IP”……有了前期精益求精的
资源挖掘和整合，宁财院大学生们在
路演舞台上都表现得格外自信，他们
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为古镇创业“出
谋划策”，不少好点子、好创意也让评
委们拍案叫好。

据本次活动负责人、宁财院长城
商学院副院长刘传亮透露，今年涌现
出古城AR导览、无人机监测救援、
AR技术植入慈城非遗体验等创新方
案。他介绍，此次活动还在慈城现场开
展了商业模式画布设计、路演技巧特
训等环节，催生出了新一轮创新硕果。

创业管理专业大一学生伍紫云
也深有感触：“贴近实战化的赛事和
专业化的培训，让我检验了所学专业
知识，还掌握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
行创新创业资源整合的具体方法。”

“我们通过校地协同打造48小
时创业挑战，让学生们在实践调查中
识别创业机会、在通力合作中形成创
新创意，既增强了他们在商业模式设
计中的实践能力，也培养了他们的社
会责任感，提高了他们对国情社情的
洞察力，实现了专业实践与课程思政
的有机融合、双向奔赴，打造了学生
满意且受益的高质量课堂。”宁波财
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赵迎军说，
下一步学院还将积极联动更多社会
资源，紧扣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协同创
新创业的新趋势，不断优化教学形
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擦
亮全国首个“创业管理”本科专业金
名片。

5 月 13 日，对宁波大学

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研究

生林志翔来说，是个值得纪

念的日子，他终于将一个副

车架的低压铸造流程实现

了优化，完成了自己的硕士

学位论文。

其实，从 2023 年 7 月开

始，他就离开“舒服”的校

园，一直吃住在一个制造业

龙头企业。两年“住企”时间

里，他做了 50 余次仿真实

验，然后又在学校实验室经

过半年的铸造实验，终于在

减少工时和提升强度两个

维度实现了突破，完成了工

艺优化大的任务。

“同学们年纪轻、脑子

活，没那么多条条框框，有

时反倒能另辟蹊径”，某企

业方联合培养负责人刘燕

告诉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科

研项目是企业提供的，来自

于生产一线的直接需求。在

宁波大学，像这样围绕企业

问题“住企”培养并完成毕

业论文的，并非林志翔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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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桦 通讯员 洪柳

产教脱节？那就由企业“出真题”
来自生产一线的科研需求，让校企共赢

历经近10年的探索与实践，宁
波大学机械工程与力学学院创新

“大学办学在企业、师生工作在车
间，项目制中出人才”的培养机制，
形成了“产学研赛创”五位一体人才
培养模式，目前已经有170余名研
究生“住企”培养。

来自生产一线的企业实际课题
作为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占比已经达
到62%，发表论文74篇、专利28项、
优秀实践成果10项，近三年来到制
造业就业的比例高达99%，并涌现
出了团中央“大学生双创先锋”“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典型。

宁波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之
城，民营经济发达。但由于各种原
因，致使民企面临人才短缺的生存

压力，智能制造人才缺口约30万人。
服务地方经济是新时代赋予地方

高校的重要使命。“如何培养愿意在宁
波民企就业且工程实践能力强的专业
硕士是重要命题。”宁波大学机械工程
与力学学院副院长彭文飞认为，机械
类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有责任回应宁
波企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校热企冷导致专业学位硕士实
践资源少，校内科研导致学位论文
课题校企互动差，产教脱节导致解
决复杂工程创新能力弱，是目前智
能制造人才培养的主要瓶颈所在。

让企业出题，成为破解难题的
关键。“住企”培养的研究生，每个人
都会领到一个项目，这些项目是直
接来自生产一线的科研需求。

让企业“出真题”破解“校热企冷”困局

让平台赋能 以项目牵引制造业人才培养

48小时创业挑战
大学生为慈城发展

“出谋划策”

宁波大学梅山校区举办第五届文化艺术节

沉浸式“school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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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