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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爱校、矢志不渝的
教育情怀

“当年商校读书郎，甬城情愫满
心房，六九春秋匆匆过，天翻地覆慨
而慷……”原嘉兴学院会计系主任、
现已 87 岁高龄的老校友罗允尧教
授去年受邀回校时，用一幅书法作
品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拳拳深情。

“1947年，我是背着充当学费的
三百斤大米从余姚渡口乘船来宁波读
书的……当时我们都十分关心政治和
国家的命运，有一位学长还自创了一
份名为《春雷笔报》的刊物针砭时弊
……解放军进驻宁波时，全校学生都
出去迎接了……”罗老饱含深情的讲
述，道出了学校办学早期的风雨坎坷
和师生们爱国爱校的家国情怀。

事实上，这所百年老校在办学
早期历经战乱频仍、动荡磨难，曾屡
次易址更名，但始终弦歌不辍，还涌
现出了沙文汉、张永祥等一大批优
秀的校友。正是先辈们坚守教育领
地初心不变，坚守人才培养永葆家
国情怀，才使得学校在一次次磨砺
中发展壮大。

时至今日，浙江工商职院已经
成为一所“工、商”并重，对接地方经
济和产业发展需求的现代化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但爱国爱校、矢志不渝
的教育情怀却薪火相传，未曾褪色。

正是基于这份情怀，数字传媒
学院青年教师王舒通在得知班里一
学生突患重病后，第一时间带头捐
款 3000 元，并竭尽全力帮她渡过难

关；智能电子学院（汽车服务学院）
的韩梅老师为了支持专业建设和实
训条件改善，捐出了自己的一辆雪
铁龙汽车作为实训教具……

也是这份情怀，让众多已从学校
毕业多年的优秀校友还始终心系母校，
并通过不同的方式反哺母校和社会。

2004届校友李供财在校期间曾
因家庭经济拮据一度想弃学，后经
班主任劝说，通过勤工俭学和学校
帮困资助，圆满完成学业。在毕业10
周年时，他作为宁波尤耐克工具有
限公司董事长与学院校友总会签
约，每年捐赠 2 万元给母校做贫困
生助学基金。

G20杭州峰会元首乘坐的国宾
游船“宝石舫”设计者王凌云，浙江
省农村十大新闻人物杨娇阳，宁波
市首位援藏女导游刘俪心，年销售
额破亿元的电子商务创业先锋沈兴
秋……校友们纷纷重返校园、走上
讲台，与在校生分享自己的成长经
历和职业经验，助力后辈成长成才。

■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
精神追求

从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升格为全
日制公办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再到
如今的全国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
水平评估优秀学校，省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建
设单位……是什么让这所学校实现
一次又一次跨越？

在陈仕俊看来，这是一代代工
商人坚持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精

神追求，顺应时势、主动求变、特色
求胜的成果。

1999 年 9 月 28 日，对浙江工商
职院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
学校新校区启用，并招收了 99名首
批高职学生，而在校志上则有这样一
句话：“一所公办中专学校，从自筹资
金到申办高职学院，竟然办成了！”

事实上，如果当时全体教职员
工没有一致同意放弃提高自身福利
待遇的机会，把十余年办学积累的
数千万元全部用于新校区筹建，或
者未能及时从计划申报全国重点中
专，调整为申报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就会错失发展的良机！

走进浙江工商职院校史陈列
室，一封习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
在学校办学90周年、建院5周年庆典
时发来的贺信格外引人注目，“办出水
平、办出特色”是他当时对学校改革发
展提出的重要指示，也是举办高职以
来，工商人不懈奋斗的目标。

在这个目标的引领和激励下，
几代工商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创造性地将产学研合作的内涵
扩展到了人才培养、技术升级、社会
服务、文化引领，走出了一条政、产、
学、研相结合的产教融合的道路。

早在 2004 年，浙江工商职院就
与宁海县政府、中国（宁海）模具城
合作创建宁海产学研基地，围绕模
具塑料产品的设计、制造及生产过
程的配套产业，建成了以模具设计
制造和工业设计专业为核心的专业
群，打造出了一个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融合，并形成一定生产
能力的特色教育平台。

14年后的今天，宁海产学研基地
已经是走在行业前列的“中国模具产
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学校整合
多方力量培育的“模塑成型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获评“浙江省首批应用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学校现代模具学
院也建设为宁波市试点特色学院。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自 2007 年 以
来，学校累计为宁海县培训企业员
工和开展技能鉴定超过1.2万人次，
为宁海 1000 多家企业提供了信息
和技术服务；2009年以来，累计有数
百毕业生留在宁海县工作，提升了
宁海县域模具产业从业人员素质，
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今年6月，浙江工商职院另一个扎
根地方办学的学院——慈溪学院，将迎
来首批毕业生，为慈溪经济社会发展输
送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近年来，学校还牵头成立了宁
波市电子商务学院，组建了宁波电
子商务、影视动画和模具职业教育
行指委；引进 6家协会入校；与均胜
电子、上海大众等龙头和骨干企业
合作开展“学徒制”培养；4次获得中
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1次获评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奖，2次荣获中国校
企合作好案例。

■尊师重教、师生为本的
办学宗旨

学校一直践行尊师重教、师生
为本的办学宗旨，不仅重视教师队

伍建设，还关心教师的发展。
浙江工商职院校长周志春介

绍，学校近年来在产教融合方面的积
极探索实践，首要目的不是为毕业生
找岗位工作，而是要了解到企业的用
人标准。“产教融合除了可以培养适
应产业需求的学生，还可以推动我们
的教师走进企业，提升专业能力。”

在“教师为基”的办学理念引领
下，学校制定并实施了“优师强校”
战略，致力于完善制度建设，坚持引
培并举，构建分层次、梯队性、制度
化的教师培养体系，积极推进名师
培育工程，进一步优化了师资结构，
高层次人才涵育卓有成效。

2011年以来，学校“双师”素质教
师占比由71%增长至85.8%，达到省教
学工作业绩考核优秀指标。18名教师
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等人才项
目，11名教师荣获省级教学名师等省
级荣誉，培育省级专业带头人22人、宁
波市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带头人5人。

“做工商的学生很幸福！”大一
学生吴宁凯由衷地说。他在入学前
和录取通知书一起收到的还有一本

《新生服务指南》，从百年校史到第
一学年校历，从各分院及专业介绍，
到办理各类事务的小贴士……这本

“菜鸟秘籍”让工商学子觉得很暖
心，也体现了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

事实上，作为省内较早建立学
生事务中心的高校，学校近年来一
直致力于“最多跑一次”的改革，这
个“一站式”学生服务平台 80%的项
目已经实现网上自助办理，受到了

学生的广泛好评。
不仅如此，无论是课程设置、选

课规定，还是课程内容、学生活动等
无一不蕴涵着以生为本的育人理
念，满足学生的个性化成长需求。

自 2010 年 推 行 的“ 新 生 研 讨
课”项目采用小班化教学，并赋予学
生选课权，旨在解决大一新生普遍
遇到的困惑，探索具有高职特点的
教学组织模式，现已有 99 位教师累
计开出 213 门次的课程，惠及 3900
多名学生。

学校还以主动走近学生为原则，
以服务学生发展需求为导向，探索创
新集“思想教育、行为指导、生活服务、
文化熏陶”于一体的社区书院制学生
管理模式，扎实推进“三全育人”。

“尊师重教、师生为本”让学校
在人才培养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
近 7 年来，该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平均值超过 98%，综合评价称职率
达 93%，专升本升学率稳居省高职
院校前列，学生竞赛新增国家级特
等奖 4 项、一等奖 64 项、二等奖 101
项、三等奖120项。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
愈达。”陈仕俊表示，在新的时代坐
标上，浙江工商职院新一届领导班
子将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秉承红船精
神、浙江精神、工商精神，团结和带
领全校师生员工，为谱写特色鲜明、
全省前列、国内知名的高职院校新
篇章而努力奋斗！

（姚敏明）

传承商帮传承商帮精神精神 淬炼文化基因淬炼文化基因
——浙江工商职院为院为高质量高质量发展铸魂发展铸魂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为创建于1914年的“宁波公立甲种商业学校”，因其自身百年商贸教育
的办学历史，被誉为“宁波商帮文化的摇篮”。

新年伊始，浙江工商职院全校上下对于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的召开欢欣鼓舞，其中师生热议最多的是大
会首次凝炼、提出了“百年工商”的文化精神（简称“工商精神”）——爱国爱校、矢志不渝的教育情怀，艰苦
创业、开拓创新的精神追求，尊师重教、师生为本的办学宗旨。

浙江工商职院党委书记陈仕俊认为，学校当前正处于新的时代坐标之上，“实现‘特色鲜明、全省前列、
国内知名’的新目标，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必须站在前人筑就的高地上，将学校百年商贸教育的文化积淀
和精神积累不断传承不断发扬光大！”

在浙江工商职院第二次党代会全体党代表看来，“工商精神”的凝炼与提出，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对传承学校百年独特文化基因的精炼，更是激励全校师生继续奋进、再
创辉煌的不竭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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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崔小明）“河姆
渡口酝酿着千年窖藏，层层的年
轮里，干栏式茅草房也曾炊烟飘
荡……”不久前，这首 《宁波远
航》经甬派、腾讯、新华社等媒体
传播后，最高日点击量超过 200万
次。据了解，我市近年来掀起了一
股原创音乐的热潮，社会各界纷纷
挖掘宁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用
音乐的形式传唱演绎。

据了解，2016 年我市启动了
“一都三城”建设，其中“音乐之
城 ” 建 设 成 为 重 要 内 容 。 几 年
来，宁波音乐港发展迅速，宁波
交响乐团正致力于打造成全国一

流院团，我市的音乐氛围越来越
浓厚。国家音乐产业基地等一批
从事音乐内容制作的企业和团队
纷纷落户，为宁波原创音乐的发
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随着“音
乐之城”建设初见成效，描写宁
波景、歌颂宁波人、展现宁波魂
的原创音乐不断涌现。2017 年，
宁波籍知名歌手冯圣雅制作演唱
的 《这里是宁波》 唱出了很多宁
波人的心声，成为当时传唱率最
高 的 宁 波 歌 曲 。 随 后 ，《余 姚
赋》《天 一》《宁 波 爱 情 故 事》

《舞动宁波》 等一批原创歌曲先
后亮相，并引起关注。2018 年下

半年，我市先后举办了多场原创
音 乐 会 。 市 音 乐 家 协 会 举 办 的

《我的城市我的歌》 原创音乐会
发布了 《又见梁弄红》《小镇守
艺人》《风雨摆渡人》 等数十首
歌 曲 。 甬 派 在 宁 波 音 乐 厅 举 办
用户突破 300 万嘉年华时，全场
节目以宁波原创音乐为主，《宁
波远航》《我和我的宁波》 等作
品 让 甬 城 百 姓 感 到 非 常 亲 切 ，
赢得掌声阵阵。宁波音乐港联合
有关单位举办的“听见宁波”主
题 原 创 音 乐 会 ， 有 10 多 位 音 乐
人带来了关于宁波文化的原创歌
曲。今年 1 月，《慈风孝行》 情

景 式 原 创 歌 曲 音 乐 会 在 江 北 上
演，16 首歌曲讲述了宁波的慈孝
人文传统。据悉，现在很多单位
热衷创作单位主题歌来提升企业
文化层次，凝聚团结人心。一些
企业举办活动也喜欢制作一首原
创歌曲助兴，既接地气，又是时
尚之举。

据了解，在QQ音乐、酷狗音
乐等网络音乐播放平台，能搜索到
几百首关于宁波的原创歌曲。宁波
音乐港总经理方斌说，宁波人正用
音乐这一时尚的艺术形式，向全国
乃至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

用音乐讲述阿拉宁波故事
我市刮起一股原创音乐风

本报讯 （记者陈朝霞 通讯
员崔宁 虞默之） 石鼓门当、马
头墙、半月门……昨天，家住海
曙区白云街道白云庄社区的虞永
华，用废品打造的 70 厘米宽、80
厘米长的白云庄微缩景观呈现在
街坊邻居面前。

“家对面就是白云庄，在这里
住了近 20 年，也看了近 20 年。”
74 岁的虞永华说，退休后他经常
到白云庄散步，对作为浙东文化
象征的白云庄有着深厚的感情。
春节前，对手工制作感兴趣的他
萌生了一个想法，制作一个微缩

白云庄，供大众欣赏。
虞 师 傅 说 ， 用 材 时 他 尽 量

“变废为宝”，“木料用的是装修用
剩或丢弃的木头，有些则是从白
云庄公园里捡来的，门前的一对
石鼓是用一辆废弃推车上的轮子
改造的，废置的砧板也成了重点

‘改造对象’，通过打磨、刻字、
描漆，变成了全新的构件。”

虞师傅告诉记者，退休前他
曾在四明山林场当了 20 年造林
工人，对木头有着一种难以割舍
的情感，平时只要看到那些材质
完好或造型独特的废弃木材，或
者山里的枯木和松果，他便心痒
难耐，带回家进行“再创作”。

虞师傅向记者展示了此前他
打造的微缩版寺院及其他木雕作
品，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松果灵
芝，也有青龙偃月刀、猫头鹰等。

虞师傅表示，继“白云庄”
之后，他还将以宁波一些著名景
点为原型，继续打造微缩版的甬
上景致，以后可以在社区展出，
让更多人通过微缩景观感受宁波
风情。

七旬老人用废品打造微缩白云庄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燕 波）
“一人一艺”宁波市青少年“未来
作曲家”作曲人才培养项目日前
正式启动。

青少年“未来作曲家”作曲
人才培养项目是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上
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人才培养
基地及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创作
艺委会协办的一个公益人才培
训项目。

该培训项目计划面向全市招
收 30 名 10 岁至 15 岁热爱音乐创
作、有良好器乐演奏基础的青少
年作为培训对象，师资力量来自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人才培养
基地的教师团队，另外还请了我
国著名作曲家徐孟东教授和著名
音乐理论家钱仁平教授担任艺术

顾问。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作曲学
科主任、著名作曲家强巍昊教授
担任艺术总监。

据市文化馆汤俊杰介绍，培
训班对报名者要求比较高，比如
报名者必须能熟练演奏一种乐
器。届时专家评委将从器乐演
奏、音乐综合素养两方面对报名
者进行考核。音乐综合素养主要
考查学生在音准、节奏、视唱练
耳等方面的理解、把握能力。

宁波市音协主席陈民宪说：
“这种纯公益的免费培训项目在全
国也不多见，对有志于成为作曲
家的宁波青少年来说，是一个不
可错过的好机会。”

择优录取后，培训班每周开
课一次，由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
业老师来甬授课。“我们计划一
年培训期满后，选出一批优秀学
员作品进行排演，以此来激发学
员 们 的 创 作 热 情 。” 汤 俊 杰 透
露，招生信息公布后，社会反响
较大。

我市启动“未来作曲家”
作曲人才培养项目

本报讯 （记者林海 通讯员
周力） 昨日下午，2019 奉化海峡
两岸桃花马拉松新闻发布会在奉
化体育馆举行，会上公布了比赛
日期、比赛路线、赛事规模等信
息。新设计的桃花马拉松奖牌同
时面世。

据悉，今年的赛事开跑时间
为 3 月 24 日上午 8 时，起点在奉
化区文昌阁广场，比赛设马拉
松、半程马拉松、欢乐跑 （12 公
里） 三个项目。届时将有来自国
内外的 8000余名跑步爱好者一同
奔跑在桃花盛开、缤纷烂漫的奉
化桃花马拉松赛道上。

2019 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
松由中国田径协会、奉化区人民
政府、宁波市体育局主办，奉化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路越
（上海）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奉化区明元俱乐部、奉化 976m
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博克多
跑步银行协办，路越 （上海） 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为唯一运营推广
单位。

负 责 赛 事 运 行 推 广 的 路 越
（上海）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 陈 玉 增 表 示 ， 今 年 “ 桃 花
马”首次成为中国田协共办赛
事和“美丽中国”系列赛，也
是浙江马拉松积分赛之一。本
次“桃花马”在保留往届“桃
花见证，情定今生”赛事特色
的基础上，组委会精心组织“两
岸共跑 212”活动，充分调动跑
友的积极性。

奉化海峡两岸桃花马拉松
3月24日开跑

图为虞永华 （左二） 和邻居一起欣赏白云庄微缩景观。（崔宁 摄）

本报讯（记者崔小明） 近日，
宁波市合唱协会副主席李军出版的

《合唱团日常管理手册》 陆续在京
东、当当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上架
销售，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

李军毕业于杭州大学，2000
年参与建设宁波音乐厅，并成为宁
波 音 乐 厅 第 一 任 负 责 人 。 2006
年，参与组建宁波市合唱协会，之
后参与组建了宁波爱乐合唱团、宁
波青年合唱团、宁波市合唱团等多
个合唱团，是多个合唱团的主要负
责人之一，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
验。

《合唱团日常管理手册》撰写历
经两年多，五易其稿，总字数十四万
字，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书
中，李军根据多年的管理经验，并汲
取众多行家的管理体会，详细阐述
了社会非职业合唱团的组建形式及
日常管理。包括合唱团组建方案的
制订，规章制度的制订，合唱团的目
标与发展方向，合唱团人、财、物的
管理，合唱团日常管理中最易产生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等。

李军出版
《合唱团日常管理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