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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缙云县官店村，每逢一周一
次的婺剧课堂，村里的男女老少便
纷纷赶来。缙云开大的婺剧老师
杨晋平立于场中央，唱词从口中送
出，四围站立的村民跟着调子轻轻

哼起，也有学员探着身子，依着
老师的手势开始比划起来。

形体模特、国画、书法、根
雕、乒乓球、智能机应用、太极
拳、健康养生……除了所在
乡镇（街道）教学点的课堂，
在缙云开大的教室里，老年
人 可 以 选 择 自 己 喜 欢 的 课
程，大家学习兴致浓厚，其乐

融融。
一直以来，缙云开大坚持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的宗旨，秉承“乐学、厚德、养

生”的校训，灵活性、多元化开展
老年教育活动，促进老年人终身
学习，享受生活。目前，学校已经
全力打通教育“最后一公里”，教
学点覆盖缙云县全部 18 个乡镇
（街道）。乡村老人饭后散步便能
走进课堂，城区居民在家门口即
可享受优质资源，真正实现了“学
习就在身边”。

此外，学校以创建省级优质校
为契机，扎实推进工作，于 2023年
8月通过省级验收，11月被省委老
干部局、省教育厅评为浙江省老年
教育优质学校。据浙江开放大学
统计，2023 年缙云县山区 26 县老
年教育发展指数居首位。

而学校锻造的师资队伍，更是
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引擎。不

仅有像杨晋平这样的婺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前不久，缙云开大的
教师陈成科以精湛的技艺，荣获了

“轻工大国工匠”称号。不仅如此，
他还将匠心精神融入教学血脉，陈
成科老师带领的学员深入田间，将
理论转化为增产增收的实招，屡次
斩获市级农业技能竞赛大奖。

从大国工匠的技艺传承，到
田间地头的技能提升；从古老婺
剧的悠扬传唱，到数字时代的乘
风破浪——缙云开大正以坚实平
台与创新实践，让终身学习成为缙
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自觉选择。
未来，缙云开大将继续深耕这片希
望的田野，让学习之光永远照亮每
一颗向往美好的心灵，为构建学习
型社会书写更加动人的缙云篇章。

为终身教育织密“服务网络”

赋能乡村人才 推动终身教育
——浙江开放大学缙云学院夯实共富之路教育根基

■教育资讯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潜李楚 杜益杰）近日，
缙云县新建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美食家”，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亲手制作传统美食神仙豆腐，感受中
华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活动现场，孩子们首先了解了神仙豆腐的历史渊源
和制作方法。原来，神仙豆腐是用一种名为“二翅六道
木”的树叶制作而成，因其爽滑可口、清凉解暑，被人们赋
予“神仙”之名。

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开始动手制作神仙豆腐。
他们先将洗净的树叶放入石臼中，用力捣出绿色的汁液，
再用纱布过滤出杂质，最后加入适量的草木灰水搅拌均
匀。经过耐心等待，原本碧绿的汁液渐渐凝固，变成了一
块块晶莹剔透的神仙豆腐。

看着自己亲手制作的美食，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品尝
起来，不仅在活动中体验了传统美食制作的乐趣，也在心
中播下了传承传统文化的种子。

巧手制豆腐
童心探非遗

近日，在浙江开放大学缙云学院（以下简称“缙云开大”）的实训楼教室内，坐满了参加月嫂培训课程的学员。老师在台
上讲解着婴儿常见疾病的早期识别与护理原则，学员们在台下神情认真，飞快记录着关键知识要点。

“我们学校从开设月嫂培训课程以来，已经培养了超过3000名月嫂，他们多数都在家政公司、月嫂公司等企业和机构找
到了工作，经过严格的理论和实操考试，收获的不仅是含金量颇高的职业技能证书，还有从业的底气与自信。”缙云开大培
训处主任胡子雄说。

一直以来，缙云开大始终坚持“开放办学、植根地方、服务全民”的办学理念，致力于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
系。学院推行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融合的办学模式，并积极拓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非学历教育领域，着力推动“学历
教育+技能培训+思政教育+校友引领创业创新”协同并进、多维并举的育人模式的建构，培养懂技术、高觉悟、能创新的新
时代乡村致富实用型人才，以校友引领创新创业，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育人成效显著。学校坚持学历
教育与社区教育并举，积极拓宽渠道，大力开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和等级认定工作，努力打造开放教育大
社区，构造终身教育主阵地，引领全县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

“感谢缙云开大，让我能够将
学习的知识应用到工作当中，也让
村民们看到了家乡的变化。”在今
年的开学典礼上，溶江乡新西坑村
党总支书记丁军伟作为杰出校友，
给新学员们分享了创新创业典型
经验。

溶江乡新西坑村户籍 600 多
人，常住人口不足百人，曾无规模
产业。近年依托云栖湖度假区，开
发水上运动、打造数字游民基地与
特色民宿，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赋能文旅，构建山水联
动、业态互补格局。2021年—2024
年，外来投资商、旅客、数字游民等
显著增加，接待游客约 36万人次。
村集体收入从 2021 年 5 万元跃升
至 2024年 195万元。

而像丁军伟这样致力乡村振
兴、共富缙云建设的杰出代表不在
少数。学校通过“一村一名大学生
计划”与组织部乡村干部培养有机
结合，实现了农民大学生服务社会
综合能力的有效提升，培养了一大
批“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级实用型
人才。

办学 40多年来，缙云开大坚持
政治建校，强化党建统领，融入改
革、教学、队伍建设等核心工作，打
造“联建创新，开放育人”品牌，推
动党建业务双融双促；丰富党建学
习，通过示范学、深入学强化理论
武装，邀请党校专家上思政课，深
化学习效果。

在服务社会方面，学校党员干
部深入社区，认领微心愿 42个、送
文化 60次、参与环境整治 45次，发
挥治理先锋作用；深化校村党建联
建，与南湖村围绕“红耀缙云、强基
共富”主题，制定 5项任务、10项策
略，探索服务地方新路径，成功申
报浙江开放大学体系 2024 党建联
建试点项目。

学 历 教 育 是 学 校 发 展 的 根
本。缙云开大积极探索契合区域
发展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新路
径，携手本地龙头企业和高级技工
学校，共建实训基地、共派师资力
量，构建起复合型人才培养新模
式。

不久前，40名来自企业生产一
线 的 技 术 骨 干 通 过 单 考 单 招 入
学。学员周一到岗实践，周末集中
学习理论技能，实现“工学无缝衔
接”。结业时，这批学员不仅获得
国家开放大学本科文凭，更手握多
项技能等级证书，迅速成长为智能
化生产线上的中坚力量。

为乡村振兴

注入“人才引擎”

“面团要揉出筋道，馅料讲究
肥瘦比例，烤制得把握火候三翻九
转……”在烧饼制作高级研修班的
实操教室内，“烧饼大师”赵一均正
手把手教学员们和面、制馅。这位
享誉业界的导师，正是缙云开大的
杰出校友。从“学手艺”到“传技
艺”，赵一均的蜕变印证了学院培
训的含金量。

缙云开大持续开展“富民乡愁
产业、育婴护理、乡村旅游、安全生
产、传统种养、特种行业”六大系列
20余项培训。年均助力近 2000名
农民转移就业，其技能鉴定机构获
评全市唯一“良好”及以上等级。
学院每年完成约 600 人成人高中

“双证制”培训，并作为全市仅有的

两家省批电焊工实操考点，有效带
动当地就业创业。

在缙云县大源镇的高山茶园，
学员们正在参加茶叶加工的课
程。理论课上，农技专家详解茶树
病虫害绿色防控；实操车间里，学
员们学习摊青、杀青、揉捻、烘干的
全流程技艺，空气中弥漫着沁人茶
香。

缙云黄茶产业蓬勃发展，已成
为当地富民增收的“金名片”。顺
应产业升级需求，缙云开大敏锐调
整培训方向，从传统的茶叶种植技
术培训，逐步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茶
叶加工技能培养。实践表明，掌握
精深加工技术的茶农，其收入普遍
比单纯种植显著提升，部分转型的

种茶户收入甚至实现翻番。
“为持续锻造产业人才链，我

们计划于 7 月份举办全县茶叶加
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提
技。通过‘专业培训+技能比武’等
多渠道发力。”胡子雄告诉记者，学
校正积极为缙云黄茶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培育复合型技能人才，夯实
产业腾飞的人才根基。

从“ 金 牌 月 嫂 ”到“ 带 货 主
播 ”，从“ 烧 饼 大 师 ”到“ 茶 叶 技
工”，学校在传统与新兴、服务与
制造多领域同步发力，构建起覆
盖广泛、特色鲜明的全域共富技
能培育生态。通过多元赛道的精
准赋能，持续为地方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为共同富裕铺就“教育底色”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胡晓伟）“消防员叔叔的
衣服湿透了怎么办？”“他们救火时渴了饿了怎么办？”近
日，缙云县机关幼儿园中班段孩子们关于“烈火英雄”的
十万个为什么，点燃了一场跨越童真与责任的暖心行动。

从旧玩具义卖到自制爱心饮品，从废品回收站到“消
防主题陶艺展”，200多个孩子为心中的“超级英雄”编织
了一份份独一无二的礼物清单。这场由幼儿自主发起的
爱心行动，历经三周筹备，最终完成。

当中三班提出“用零花钱给消防员买篮球”时，一场
关于“如何赚钱”的头脑风暴席卷全段，每个孩子都成了

“小小 CEO”。中五班孩子们蹬着三轮车收废品，最终 27
个家庭用卖废品的 170 元，购买了 1 把筋膜枪。中一班
家长变身“供应商”，提供玩具、图书等商品，孩子们举着

“消防员专属福利”的牌子叫卖，一天卖出 100 件商品，
392元善款全部用于购买加厚吸水毛巾。中四班的孩子
们亲手为消防员叔叔制作了陶瓷挂件；中二班用省下的
零花钱采购了 100 份零食大礼包，希望叔叔们累的时候
能好好享用。

最后，孩子们还把各自精心准备的礼物一一送到了
消防员叔叔的手中。

无论是毛巾、矿泉水、零食、筋膜枪，孩子们用最纯粹
的方式向消防员叔叔诠释了爱的教育。园长徐艳芳说，
当安全教育从说教转化为行动，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知
识，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担当。

幼儿送特殊礼物
致敬“超级英雄”

本报讯（记者 吕恺 通讯员 程笑丽）近日，遂昌网易
联合创新中心打造的《牡丹寻梦·湖山奇遇》研学体验课
程惊艳亮相。这场融合科技创新与文化传承的桌游，让
湖山乡中心小学四年级的同学成了首批“文化探索官”。

“汤显祖写《牡丹亭》时，在遂昌当了 5年知县，‘良辰
美景奈何天’的灵感或许就来自咱们湖山的晨雾、仙侠湖
的波光和 500岁的老樟树。”走进湖山小学的课堂，研学
导师的这句话瞬间点燃了同学们的好奇心。

据了解，这场科创桌游巧妙将当地的仙侠湖、黄泥岭
村、红星坪村等特色点位“搬”进巨型手绘地图，融入《牡
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的梦境碎片，并搭配AI语音讲
述奇幻剧情，让孩子们一上手就沉浸在“湖山秘境”的探
索欲中。

游戏中，孩子们被分成“杜丽娘队”“柳梦梅队”“班春
劝农队”“湖山队”4支小队，他们通过投骰子移动，在现
实与梦境板块间穿梭，不断“收集文旅产权卡”“破解梦境
故事”。拥有“美食卡”即可搭建自己的小房子，走过路过
的其他小队都要留下过路费，手上的产权越多，数额越
大，表示队伍就越来越强大，离胜利也就不远啦。

“我掷骰子走到了‘黄泥岭村’，卡片上介绍了这里的
古村文化，原来我们家乡的村落藏着这么多故事！”王硕
同学展示着手中的文旅资源卡兴奋地说。

“我们不只是让孩子玩游戏，更希望他们通过游戏去
感知文化、提出疑问、传播家乡故事。”课程设计师介绍，
这款“会说话”的桌游，不仅借助科技力量让历史“活”了
起来，也让同学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了对家乡文化的
理解与热爱。

此次研学活动不仅是一次教育方式的创新，更是对
家乡文化传承的积极探索。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去，学校将持续深化与各方合作，把更多充满创意的文化
体验课堂搬进校园，让每一位湖山学子都能成为家乡文
化的“小小代言人”，在游戏与探索中，厚植文化自信，为
家乡文化的传承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在科创桌游中
遂昌娃玩转家乡文化

本报记者 杨瀟 周如青 通讯员 刘雨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