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初，浙江大学宁波理工
学院建筑设计、传媒等专业的近
20 名师生组成实践队赴象山塔头
旺村。“我们在走访中发现，海岸
线周边基础设施虽已建成，但颜
值不高，缺乏有创意的景观设
计。”

师生们挨家挨户进行调研的
认真劲儿，让塔头旺村党支部书
记周斌权充满期待。经过前期踩
点、现场多次考察，根据当地实
际需要，师生们开展了沿海岸线
小品景观设计、村庄 LOGO 及家
风家训牌设计、宣传素材拍摄等
活动，并获得初步成果，赢得了
周斌权的称赞。实践队带队老师
说：“我们希望发挥自己的专业能
力，凸显海洋风情，打响塔头旺
村的知名度。”

“短短半个多月，古村的样貌
变了，越来越好看了。”前阵子，
住在慈溪龙山镇方家河头村的村
民发现，一群大学生正在村里画
墙绘。原来，这是宁波工程学院
建筑学专业的学生给村庄带来的
惊喜。

方家河头村位于慈溪龙山镇
东南部，水秀、树古、名胜遗迹
众多，是慈溪市市级历史文化保
护区。到了古村后，学生们很快
发现这里还存在着与整体环境不

协调的卫生死角，宁波工程学院
专门成立“云水小筑”美丽庭院
设计团队，设计了多肉植物与鹅
卵石相结合的微型景观，对 30余
户庭院进行改造，打造成生态庭
院。学生们还为村民的楼房画了
墙绘，沿着桃花岭古道一路向
上，处处呈现出不一样的景致。

“村里有些不美观，我们就做些微
型景观，让古村看起来更有味道。
前段时间，我们给村民的楼房画墙
绘，让村民们眼前一亮。我们心里
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宁波工程学
院建筑学专业的付育蓉说，“在新
时代新农村建设中，大学生也应该
贡献自己的力量。”

象山的高泥村近年来一直在
推行垃圾分类，并为每家每户提
供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大学生通
过走访调研得知，当地居民有垃
圾分类的基本意识，但没有接受
过系统化的培训，对于有些垃圾
的分类处理并不清楚。浙江万
里学院的学生们制作了简洁清
晰的标识图，清楚标明了多种
常见垃圾的所属类别。在挨家
挨户宣传的同时，将标识图贴
在 垃 圾 桶 旁 。 村 民 在 扔 垃 圾
时，根据标识图，便能准确地
分类投放，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垃
圾分类率。

为乡村振兴添一抹青春靓色
——宁波高校师生助力农村文明示范线建设纪事

提升环境：焕发村庄魅力

编者按

“斑斓海岸”“五彩四明”“绚丽浙东”……两年多

来，23 条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明示范线在四明大地陆

续建成，串联起一个个如珍珠般散落的美丽村落，文明

示范线因此成为我市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抓

手。今年又有15条示范线申报，总数将有38条。

为更好发挥高校师生专业特长，推动农村文明示范

线建设，今年暑假，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共同组建了由

宁波大学、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和宁

波工程学院等院校学生参与的 6 支暑期社会实践队，分

别赴余姚市 （横坎头村、汪巷村）、慈溪市 （方家河头

村、任佳溪村）、象山县 （高泥村、塔头旺村） 三条文

明示范线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以“青春筑梦”助力

“乡村振兴”，帮助农村提升村庄颜值、凸显地方特

色、提高文明程度，让青春旗帜在乡村振兴的号角中迎

风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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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家风家训，弘扬乡村文化
精神。宁波工程学院“古村家风

‘薪火相传’青年先锋队”来到慈
溪市任佳溪村，探访每家每户的家
风家训，用文字、图片和录像来记
录文化传承，将大学生的创意成果
与乡村文明建设相结合。

“在任佳溪村，家风家训很有
底蕴。我们去每户村民家里调研，
都会看到墙上一条条精心书写装裱
的 家 训 ， 这 种 影 响 是 潜 移 默 化
的。”宁波工程学院黄睿凯说起让
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户家庭——任先
生一家三口，儿子在北京事业有成。
当被问起如何教育儿子时，他只说
了八个字——自爱、自重、自尊、自
律，这便是任先生一家的家训。

通过寻访和收集任佳溪村的家

风家训，学生们加深了对任佳溪村
的家训文化甚至中华文化的了解和
认识，让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真正成
为一次学习之旅、认知之旅。

在搜集了解任佳溪村家风家训
的基础上，学生们将家风家训转化
为具有典型特色的文创产品，包括
旅游明信片、家风家训版挂历、家
风家训版挂画等，并将其塑造为任
氏家风可视化、具体化的直接载
体，为古村家风家训传承贡献力
量。这个实践团队还帮助建立了任
佳溪村家风图书馆。学生们表示：

“希望这个图书馆能成为村民的精
神家园，把家风家训更好地传承下
去。”

宁波大学汪巷村实践队的师生
开展了“一牌一楼一故事”设计项
目。学生们先后设计了形式多样、
个性新颖的人物图，2 套家风家训
门牌方案，3个系列的屏保，助力
文化梁弄的建设。宁大潘天寿艺
术 设 计 学 院 范 雯 倩 不 慎 扭 伤 了
腿，仍坚持和同学认真收集状元
进士的资料。

象山高泥村借助打造“斑斓

海岸”的契机，依托独特的山水资
源，积极探索发展乡村旅游。为更
好地突出村子里发达的黄鱼养殖
业，浙江万里学院实践队和村里达
成共识，计划建设一个黄鱼展览
馆。实践队跟随渔民一起下渔排，
感受渔家生活。在渔民的帮助下，
队员们体验了给黄鱼投喂饲料的经
历，并搜集了许多有关黄鱼的资
料。与此同时，队员们还参观了象
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了解黄
鱼受精、孵化、育苗、养殖、放流
等一系列过程。经过一系列数据收
集、实地调研后，实践队对黄鱼展
览馆进行了总体设计，并联系设计
学院专业团队对方案进行优化，最
终设计了两套不同风格的黄鱼展览
馆方案。

提炼内涵：丰富文化底蕴

7 月的浙东大地，骄阳似火，
室外温度飙升至 40℃。然而，炎
热的酷暑却抵抗不住来自宁波大学
学生的热情。

在炎炎烈日下，宁波大学横坎
头村实践队走街串户，实地调研走
访 当 地 居 民 ， 发 放 文 明 礼 仪 手
册，通过面对面交流，收集整理
相关资料，形成一份涵盖乡村文
明建设政策整合、“五水共治”和

“垃圾分类”政策讲解等内容的宣
传手册。当看到参观“家园馆”
和“家信馆”的游客日渐增多，
却没有一处显眼的“禁止吸烟”
的标识时，队员们及时向村里提

出了建议，并设计了独具特色的
禁烟牌。

浙江大学理工学院实践团队
将 暑 期 在 家 的 小 朋 友 们 组 织 起
来，每晚准时开展夏令营活动，

给小朋友们开展科普知识宣传、
垃圾分类宣传、手工艺品制作、
互动游戏等活动，丰富渔村儿童
的暑期生活，受到村民的广泛欢
迎。

宁波大学实践队结合自身专业
特长，开展了为汪巷村村民拍摄全
家福、农活辅助劳动、宣传内容制
作等服务活动，为村庄的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文明劝导：提倡和美生活

发展乡村旅游是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为了将当地乡村旅
游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宁波万里学
院高泥村实践队设计改造了村内相
关景点，使高泥逐渐成为集休闲观
光、乡村美食、民俗农事体验、特色民
俗等民俗文化于一体的特色渔村。

一次次的头脑风暴、一次次的
激烈讨论、一次次的走访调研……
实践队的学生们设计了军港遗址的
改造方案，制作了村内文明标语牌
和文明导语牌，并已将部分标语牌
贴到村庄内。除此以外还对高泥村

内亭子的形象做了设计改造，在亭
子的内顶上设计鱼群与池水相映，
并为亭子匹配了对联。

实践队还确定了村口方井的设
计方案。为与“1314”慢行系统相结
合，队员们决定沿用爱情主题，挖掘
爱情故事来吸引游客。结合新媒体
宣传模式，实践队参与到高泥公众

号的设计编辑排版等相关工作中，
并将长期为高泥公众号服务。

宁波大学汪巷村实践队充分收
集汪巷村的家风家训、文化建筑、
家族宗谱等资料，深入挖掘汪巷村
1 位状元和 7 位进士的历史资料，
丰富汪巷村的文化底蕴，还从道路
交通、土地利用、公共设施、自然

生态、文化底蕴等方面全方位地调
研收集分析了状元楼的具体情况，
打造乡村旅游名片。

宁波大学横坎头村实践队针对
当地日益增多的游客数量和解说需
求，对导游解说词的内容予以了充
实与完善。在保留原有“家园馆”
和“家信馆”等基本内容外，还完
善了红村旅游路线图，并将文明示
范线建设、垃圾分类、村容整洁治
理等方面的内容予以充实，使游客
更加全面深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浙
东红村的发展面貌。

推广旅游：传承古村文明

每当夜幕降临，家住余姚梁弄
横坎头村的李女士就会去村镇文化
广场学唱村歌，“最近广场可热闹
了，大家唱唱歌，跳跳舞。有了这帮
大学生，我们也跟着年轻了一把。”

教村民们唱歌的是宁波大学实
践队的学生，他们改编了横坎头村
歌《美丽乡村领头雁》。“以前的歌
曲曲调高亢，专业性强，在村里传
唱度不高。”横坎头村希望宁大学
生能重新谱曲，让村歌更接地气。

改编一首几乎从未听过的“红
歌”，这对听惯流行歌曲的“95 后”
大学生来说并不轻松。大家聚在一
起集思广益，来自音乐学院的张晓

虎和郭玲茹挑起大梁，负责编曲。
“时间比较紧，我们两人吃住

都在学院的琴房里，每天睡眠时间
不足 5 小时。”张晓虎说，经过五
天的努力，改编后的《美丽乡村领
头雁》出炉了。

“我们利用晚间村民乘凉的时
间，在广场教他们演唱。几天下
来，很多村民能哼上两句。”说起
这个，郭玲茹开心地笑了，“改编

后旋律低缓，曲调欢快，朗朗上
口，我们称之为横坎头村歌‘青春
版’。”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怡韵
舞蹈社团还为横坎头村新编排了一
支舞蹈，刻录成光盘，方便村民们
观看学习。

宁波万里学院实践队了解到高
泥村村民晚上鲜有娱乐活动，不少
村民以打麻将、看电视剧等作为消
遣。实践队自学自编广场舞，鼓励

引导村民在文化礼堂前一起学跳广
场舞。通过连续半个月的教学，高
泥村文化礼堂前响起此起彼伏的音
乐声和节奏声，为当地村民晚饭后
提供了适当的休闲娱乐，促进了乡
村和谐文化的建设。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实践队
师生经过精心准备，与村民一起开
展了“面朝大海、勇立潮头——塔
头旺村民与浙大宁理学子文艺联欢
晚会”活动，整个晚会持续一个小
时，全村的村民与实践队成员一起
联欢，大学生们与当地村民共同排
练上演精彩节目，营造了和谐向上
的村庄文化氛围。

辅导文艺：激发古村活力

今年夏天，来自甬城高校的百
余名大学生走进农村文明示范线，
用脚步丈量浙东大地。为更好发挥
高校在文明示范线建设中的作用，
实践活动还将常态化开展，发动更
多高校师生参与，在乡村振兴的实
践中奏响高亢优美的青春之歌。

宁波大学新闻学院持续推进以
“记录宁波时代风云，建设农村文
明示范线”为主题的活动，将新闻
专业课堂与文明示范线创建结合起
来，通过跟踪记录余姚、象山、慈
溪三条市管农村文明示范线创建过

程，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收集整理
历史资料，理论结合实践，不断提
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提高讲好故
事和运用全媒体的能力，为农村文
明示范线建设宣传造势。

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
师生宣讲团队，深入农村基层一
线，利用文化礼堂、道德讲堂、百

姓课堂等阵地，与广大群众面对面
宣讲党的方针政策，解读新时代新
思 想 ， 帮 助 群 众 解 疑 释 惑 。 同
时，采取“线上+线下”的方式，
探索更具实效性、创新性的宣传
模式，通过地方公众号或微信群
等自媒体平台开展点对点、人对
人的宣传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
据悉，市文明办广泛征求，收

集了文明示范线沿线村庄相关服务
需求，设置了设计类、文明劝导类
等七大类服务项目。宁波各高校
将结合各自专业所长和社会实践
活动安排，自行进行选取，实现
专业理论知识与志愿服务活动的
有效对接，做到课堂知识与社会
实践的有机融合，为高校走出校
园、服务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不断
提高文明示范线建设水平，提升
亮点品牌效应。

常态参与：奏响青春之歌

宁波工程学院实践队捐赠建设任佳溪村家风图书馆。（图片均为市文明办提供）

宁波大学农村文明示范线建设志愿服务项目家风建设小分队走访
村民。

浙江万里学院学生走访村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