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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份甜蜜事业正遭遇传
承的寒冬——谁来接棒成了悬在
丰收之上的问号。面对年轻人不
回流和葡萄走不远的瓶颈，“葡岱
乡约”实践队决心化调研为行动，
他们计划为岱西葡萄量身定制一
款专属APP，首页展示周边果园信
息和新品动态，另设分类专区，提供
热销榜、回购榜及活动预约等多类
功能。

此外，成员们也把目光投向了
葡萄的“嫁衣”——包装。实践队利

用设计专业知识，将岱山特有的海
浪、渔船、船锚这些海洋印记，和葡
萄水灵的模样结合在一起。海浪线
条勾出葡萄剪影，蓝白底色配小船，
海浪拍打着葡萄，寓意着海洋的馈
赠与土地的丰收在此交融。这一更
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品牌标识，有助
于打响岱西葡萄的品牌名声。

“我们还建议在包装盒上加入
二维码，”实践队队员们介绍自己的
设想，“扫码就能看到葡萄的种植故
事、农户信息甚至冯老师的酿酒视

频，让消费者吃得放心，也吃出‘故
事’来。”

除了打造云端市集，优化产品
包装，团队成员还筹划设计岱西葡
萄的相关文创衍生产品，利用挂件、
便签、香薰等创意产品，以地域特色
和实用性真正融入年轻市场，擦亮

“岱西葡萄”这张名片。通过综合性
改造，实践团队将一颗葡萄的故事
延伸为可感知、可追溯的文化符号，
让消费者在品味甘甜的同时，触摸
到岱西风土的温度。

给葡萄加一些海洋“印记”
大学生用文创助力农产品销售

近日，舟山市岱山县火箭村葡

萄大棚内，温度计直指 43℃。浙江

万里学院“葡岱乡约”实践队员们

汗流浃背，却仔细观察着藤蔓上一

串串饱满的葡萄。这片曾经的盐碱

地，如今挂满了村民的“金果子”。

烈日下，这群大学生扎根在舟山群

岛岱山县岱西镇火箭村，探寻葡萄

铺就的乡村振兴共富之路。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王婧瑶 郑彦捷 黄雨萱

“谁能想到，脚下这片沃土，曾
是连草都长不大的盐碱地。”火箭村
村支书杨芳指着眼前连绵的葡萄大
棚，向实践队员们讲述“岱西葡萄”
的起源。

故事始于一群退休教师和国企
职工，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技术专家
的精心指导下，岱西人“啃”下了这块
硬骨头。改良土壤、引种选育、科学管
理……汗水浇灌下，昔日的盐碱地

实现了华丽转身。如今，岱西葡萄品
种多达十余种，亩产可达3000斤。杨
芳给队员们算了一笔账：“像我们村
种5亩葡萄的农户，一年稳稳当当能
有十二三万元的收入。这葡萄真成了
乡亲们的‘聚宝盆’、致富果！”

岱西葡萄的魅力，远不止于舌
尖的清甜，还带动了旅游业和深加
工产业。实践队成员们在葡萄科普
展厅了解到每年8月葡萄成熟时，

岱西镇都会举办热闹的“葡萄游园
节”。游客可以摘葡萄、住特色民宿、
品尝当地美食、看民俗表演。

实践队又走进当地葡萄酒作
坊，了解一颗小小葡萄背后的“生意
经”。葡萄原浆酒品牌创始人冯老师
向队员们展示了用葡萄酿酒的全过
程。实践队队员郑彦捷感叹：“这颗
小小的葡萄，甜了游客，也带火了周
边很多生意。”

昔日盐碱地，如今葡萄园

让岱西葡萄香飘四方，大学生在行动

实践队成员在当地水果店进行市场调研。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
者 林桦 通讯员 何玉雨琦 冯高
玺）“看！我的‘青龙’拓出来啦！”7
月2日，海曙区高桥镇高桥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活动室里，10岁的“小
候鸟”乐乐举着墨迹未干的宣纸欢
呼。一支由宁波财经学院00后大
学生组成的“乡音”暑期社会实践
团，以“传承非遗、服务社会”为主
题，在这个夏天为辖区新就业群体
和双职工家庭的“小候鸟”们量身
定制了别开生面的公益课堂——
首期“青耘课堂”暑期活动。

首堂非遗拓印课的老师是来
自宁波财经学院文化遗产保护与
利用专业二年级学生彭俐嘉，这是
她首次担任暑期课堂小老师，上课
前还有一丝紧张。“为了上好这堂
课，我提前准备，努力把课程设计
得更有趣味些。”彭俐嘉说。课堂
上，她细致讲解了拓印的历史，并
且手把手指导孩子们铺宣纸、蘸墨
汁、轻捶拓，在她的耐心指导下，孩
子们将喜欢的图案一一拓印在纸
面，成功的欣喜为课堂带来了欢
乐。

高桥社区是一个外来人口占
比超40%的融合型社区，快递员、
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

“看护难”的问题一直牵动着社区
工作人员的心。今年，社区党委与
宁波财经学院携手，以“大学生实
践+小候鸟成长”为核心，推出了

“青耘课堂”。
“乡音”暑期社会实践团的成

员们结合专业所长，精心设计了国
韵非遗体验、京韵再生艺术、动手
塑造黏土、开口趣说英语等特色课
程。从非遗拓印到心理健康辅导，
从应急救护培训到科学探索，每一
堂课都凝聚着团队的用心。

团队负责人武煜桐表示，这次
实践，对团队成员而言不仅是一次
教学尝试，更是一场专业与初心的
对话，“有收获的不仅是‘小候鸟’
们，我们团队成员也在实践中收获
颇丰，有人通过课程设计深化了对
专业的理解，有人在与孩子的互动
中学会了责任与耐心。”

当“00后”遇上“10后”
社区里的“青耘课堂”
帮新就业群体带娃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
者 林桦 通讯员 张雪）“自2011年
第一次来宁波，这些年宁波的巨大
变化让我深感震撼，不只是城市风
景的美化，还有城市功能的丰富。”
7月4日，法国庇卡底-儒勒·凡尔
纳大学栖居世界研究所所长、特级
教授Olivier Lazzarotti和学生们
一起走进宁波国医堂，忍不住发出
感慨。

这是由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
合学院策划的暑期学术训练营活
动，来自庇卡底-儒勒·凡尔纳大学
的法国师生们走进宁波国医堂，开
启了一场深度体验中华传统药学
文化的沉浸之旅，在千年药香与脉
诊智慧中触摸东方生命哲学的独
特肌理。

在国医堂古朴的诊室内，法国
师生凝神细看，首次亲历中医“望
闻问切”的神奇。当医师指尖轻探
脉搏的细微律动，Lazzarotti教授
惊叹道：“无需复杂仪器，竟能如此
贴近人体内在的节奏。”

谈及对中西医的看法，Laz-
zarotti说：“中西医诊断的速度都
很快，中医更偏向于气血循环和身

体能量的整体判断，西医更关注于
某些具体症状。”药香氤氲的药房，
则化为探索中药前世今生的课堂。
研学团队的师生托起形态各异的
药材标本，细嗅陈皮醇厚，端详枸
杞光泽，聆听药师讲解“四气五味”
如何巧妙调和人体阴阳平衡。

在制作养生药锤的环节中，师
生们在药师指导下认真地将药材
包填入棉布袋中，再细致地捆扎于
木柄之上。一位法国学生兴奋地挥
动刚完成的药锤：“我要把它带回
法国，让家人也感受这份来自东方
的养生智慧。”

艾草与丁香的芬芳，混合着中
法青年的欢声笑语，在古老的国医
堂内交织。这一刻，中华医药不再
仅是典籍中的智慧，更化作一座无
形的桥梁，跨越山海，让文明以如
此鲜活可感的方式与法国师生相
遇相知。

“这些年来，我们学院逐步建
立起以昂热大学等法国高校为主
体，以西班牙、希腊、罗马尼亚、捷
克等欧洲国家高校和摩洛哥、阿尔
及利亚、毛里求斯等法语国家高校
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式的国际合

作网络，与这些国家的多所高校持
续双向奔赴，积极开展人文交流活
动。”学院执行院长沈世伟教授说，
拿今年暑假来说，学院一边选派多
名学生赴法国、希腊、罗马尼亚参
加各项活动，一方面热情接待法国
合作高校的师生们，“希望这些活
动能促进法国师生与学院师生的
交流，也让他们能真正理解、热爱
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不用仪器“竟能如此贴近人体内在节奏”
法国教授初次体验中医脉诊惊叹不已

法国学生拿着养生药锤。

“青耘课堂”上孩子们在画脸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