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7 民生 2023年10月2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金晓东

记者 沈莉萍

农事体验欢乐多，田间课堂助
成长。金秋 10 月，劳动教育正当时。

根据教育部规定，从 2022 年 9
月起，劳动课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中完全独立出来，正式成为中小学
的一门独立课程，平均每周不少于
1 课时。记者注意到，劳动教育推
行一年来，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
到农场种植、厨艺大比拼等，宁波
学子的劳动课“打开方式”正变得
越来越丰富。

“小农夫”体会“汗
滴禾下土”

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近日，在北
仑区九峰小学的劳动实践基地九野
农场，黄澄澄、沉甸甸的水稻弯下了
腰，同学们种下的水稻迎来了收割
的季节。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来到
田间，变身“小农夫”，或手执镰刀割
稻，或甩开膀子脱粒，汗水滴在田埂
上，丰收的喜悦洋溢在脸上。

正式开镰前，校长张维亚向学
生讲解了水稻收割方法和安全注意
事项。随后，学生们分为割稻、打
稻、运稻、晒稻四个组，深入田间
真切体验。握住镰刀，挽起裤脚，
学生们左手抓稻、右手握镰刀，手
起刀落，将稻禾割下，捏成一大
把，体会粒粒皆辛苦的劳作历程。
很多同学还留心捡拾遗落的稻穗，
做到了“颗粒归仓”。

打 稻 全 程 依 靠 人 力 ，“ 小 农
夫”分外卖力。看着稻穗一粒粒脱
落，同学们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张维亚表示，希望同学们通过
农耕践行，走进“无墙的课堂”体
验真实劳动，体会“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的喜悦和“汗滴禾下
土”的不易，从而学会热爱劳动、尊
重劳动人民。

最近，同样忙碌的还有镇海区
九 龙 湖 中 心 学 校 五 （3） 班 的 学
生，他们来到校内的劳动基地——
陶耕园，成为采摘毛豆的“小农
人”。

几个男生自告奋勇地下到田
里，没费多少力气就把毛豆整株连
根拔起，交给田边的同学，不一会
儿，一茬毛豆被“拔上岸”了。看
着手里的新鲜毛豆，同学们非常兴
奋。

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蒋波老
师表示，毛豆是学生几个月前种下
的，平时学生会来照看，从种植到
收获，学生全程参与。该校每个季
节都会根据时令、课程设计和学生
需求，由师生一起种下农作物。接
下去还会有菱角、草莓陆续上市。

作为宁波市劳动教育示范学校，九
龙湖中心学校根据季节变换，让学
生在拔花生、摘毛豆、腌咸蛋、包
春卷等多元特色的劳动课程中，体
会劳动带来的快乐。

劳动教育融入学生日
常生活

《 义 务 教 育 劳 动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版）》 指出，义务教育劳
动课程以丰富开放的劳动项目为载
体，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
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
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
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
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
品质。

如何针对不同年段的学生开设
不同的课程？如何利用有限的场地
上好这门课？如何调动老师和学生
的积极性？

不少学校都在动脑筋，努力让
劳动教育“活”起来“动”起来，
从而带动学生学习必要的劳动技
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水流声、餐盘碰撞声⋯⋯近
日，余姚市三七市镇中心小学食堂
洗碗池边，一群身穿防水衣、戴着
手套、套着鞋套的小学生围坐在一
起，按照各自分工，热火朝天地忙
碌着。

他们是当天负责清洗全校学生
餐盘的学生志愿者。当众多锃亮的
餐盘交给厨房师傅验收并全部确认

合格后，同学们心中满是成就感。
该项活动以班级为单位，在中

高年级轮流开展。根据洗餐盘的步
骤，每次轮到的班级，班主任会提
前和学生商量分好组，有的在运输
组，有的在精洗组、漂洗组，还有
的在冲洗组、收纳组，确保工作井
然有序。

清洗步骤看似简单，想要做好
却 并 不 轻 松 。 全 校 1100 多 个 餐
盘，要洗得干净又省水省力，还得
有方法：重油的餐盘可以先用纸巾
抹一遍，沾油的和不沾油的盘子分
开刷等。“想想食堂的叔叔阿姨日
日洗、月月洗、年年洗，多么辛劳
啊！”同学们不由得心生感叹。

从课本到生活，从认知到实
践，“沉浸式”的劳动课带给学生
的改变潜移默化：很多学生学会了
感恩，学会了尊重劳动成果。

三七市镇中心小学 602 班班主
任应静儿说，这一年多来，班上学
生变化很大，不仅学会了劳动技
能，提高了劳动能力和素养，更在
亲历情境、亲手操作中理解劳动的
意义，学会了感恩和感谢。

不少家长也反映，现在孩子在
家会争着洗碗，甚至主动包干拖
地、扫地等家务活。

让劳动教育以更有趣
的方式打开

家长关心的劳动教育评价方
式，各地各校正在探索中。

北仑区从学生的平时表现、年
（学） 段综合考评、劳动素养监测
三个维度对学生进行评价。此外，
还通过劳动技能比赛评选“劳动小
能手”等方式，提升学生学习劳动
技能的获得感。

作为市级劳动教育示范学校，
李惠利中学充分整合校内外资源，
利用有限空间，打造“一米农场”“惠
利梯田”“空中花园”“无土栽培”等
特色劳动项目，并通过惠利“小菜
农”、惠利“小园丁”、惠利“小院士”
等多元化评价体系激励学生。

这一年来，宁波“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率先成立了劳动教
育指导中心，找资源、找平台、引
合作，扩大劳动教育多样化供给渠
道，加大劳动实践指导力度。

宁波还在落实好必修课的基础
上，加强课程校本化实施，立项支
持 60 门劳动教育精品课程、20 门
技术与工程应用课程研发。定期组
织企业代表、劳模工匠科普，通过
讲授行业知识、“单项冠军”企业
发展史等，普及城市产业知识、发
展风貌，开阔学生的应用视野。

此外，宁波统一编制劳动实践
场所图谱清单，依托区域优势，创
新实施“劳动+职教”模式和“劳
动+社区”模式，支持中小学与行
业机构、社区结成劳动教育联盟，
组织学生参与现代物流、现代金
融、文化创意等新型服务性劳动。
今后，劳动教育的方式还将有更多
创新。

让学生“劳”有所得，“动”出精彩

看劳动教育课的N种“打开方式”

记者 方 琴

近日，有网友通过宁波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映，鄞州区金谷
小区河边已有围栏，但仍有居民翻
越围栏到河埠头洗涤，不仅存在安
全隐患也污染了水源。记者从潘火
街道获悉，为了彻底解决该问题，
该小区河埠头区域将进行改造。

该网友在帖文中说，小区是年
数已久的安置房，河边还保留着原
始的河埠头供居民洗衣，可是有人
会在河边杀鱼，把内脏直接扔河
里，甚至还有人倒屎倒尿，在河埠
头洗痰盂，导致河水被污染，尤其
到夏季会散发阵阵臭味。

两年前，通往河埠头的通道被
拦了起来。然而因为没有拆除河埠
头，附近居民还是改不了老习惯，
有不少人翻越围栏到河埠头洗东
西。该网友建议，能否从根本上解
决这个问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条河流从
金谷小区中间横穿而过，河道上有
两处河埠头，不过通往河埠头的通
道已经用水泥封堵，石栏上还张贴
着 “ 河 埠 头 已 封 闭 ， 禁 止 使 用 ”

“水深危险，禁止攀爬”等安全警
示牌。

记者走访时，正好看到一名老
人拎着一个塑料桶朝河边走来。只
见她先把桶放到封堵的围栏上方，

然后找到一处稍矮的石栏，一脚踩
着堆叠的石块，另一条腿跨栏而
过，紧接着半个身子探出去，小心
地将一只脚落地后，再把原本踩着
垫脚石的腿挪出石栏外。到了围栏
外，这名老人再拿起塑料桶，走到
河埠头开始洗起了衣服。整个过程
令记者担心不已。

该问题经民生 e 点通群众留言
板受理后，潘火街道回复称，金谷
小区内遗留的河埠头共有 2 处，近
期街道联合金谷社区讨论研究后，

拟对河埠头进行美观化改造，即将
开工。

记者从潘火街道了解到，先前
小区居民在河埠头洗涤，污水影响
了水质。为此，两年前对该小区河
埠头进行了封堵，明确禁止居民在
河边洗衣物。

针对目前的现象，经过协商，
街道与社区决定将该小区的河埠头
区域挑高改造成观景平台，这样既
可以避免居民翻越围栏，又增添了
河道美观。金谷小区河埠头改造工

程预算方案预计本月内通过，下个
月进场施工。相关进展记者将继续
关注。

发现身边问题，请您继续通过
以下方式反映：

1.拨打热线81850000；
2.打开甬派 App，在下方“问

政”板块留言；
3.微信搜索“nb81850”，关注

后直接留言；
4.打开中国宁波网，登录宁波

民生e点通群众留言板。

老人“跨围栏”河边洗衣存安全隐患
相关部门：拟对河埠头进行美观化改造

记者 戎美容 通讯员 詹柴

眼下，宁海县长街镇静涛果
蔬专业合作社的大棚内，甜瓜陆
续进入采摘期，合作社负责人屠
建光看着一个个圆润饱满、色泽
青绿的甜瓜，满眼尽是欢喜：“这
是市农科院推出的新品种——雅
绿醇香，它的特点是色泽好、香
味浓郁，还没大量上市，就有客
户预订了。”

屠建光说，合作社与市农科院
甜瓜团队合作了 10 余年，每次有
新 品 种 推 广 ， 他 总 是 积 极 响 应 ，

“ 农 业 新 品 种 更 新 很 快 ， 要 想
‘ 卷 ’ 出 花 样 ， 少 不 了 科 技 的 支
撑，目前该品种亩产可达 3000 公
斤 ， 一 季 收 益 超 8000 元 ， 很 不
错”。

市农科院蔬菜所副所长臧全宇
说，“雅绿醇香”是 2021 年通过农
业农村部登记的新甜瓜品种，耐低
温，抗逆、抗病性很强，果面光
滑，不易裂果，去年还成了浙江省

农博会推介品种。
为了推动当地的“甜瓜经济”

发展，让科技福利切实落到农民身
上，2021 年，市农科院与宁海县
长街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建了

“甜瓜学院”。经过两年多的运转，
成效显著——目前，整个三门湾区
域的甜瓜种植面积已超 2 万亩，市
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甜瓜占三分之
一。

与此同时，象山秋红果蔬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项秋国也正忙着收
瓜 ， 他 种 植 的 420 亩 甜 瓜 新 品 种

“丰登蜜 25”长势喜人。
近年来，市农科院甜瓜团队致

力于甜瓜资源挖掘、品种选育、技
术服务、品种推广等多环节串联推
动，选育了“甬甜”“丰登蜜”“冰
雪蜜”等系列 20 个甜瓜新品种。

另外，该团队针对全国不同产
区的种植条件，年推广甜瓜约 3 万
亩，每年为瓜农增加收益 5000 万
元，让“甬”字号甜瓜铺就“甜蜜
路”。

小甜瓜拓宽农民“甜蜜路”

本报讯 （记者李睿清 通讯
员任社） 昨日上午，“奔甬而来”
2023 年第二期宁波市技能人才校
企对接会和“奔甬而来·创享未
来”第 83 期宁波创业集市青年创
业专场活动举行，现场热闹非凡。

在校企对接会上，来自安徽、
江西、四川、贵州等省份的 60 家
院校在现场设置展位，学生专业涵
盖机械自动化、机电一体化、数控
模具等我市产业需要的学科，吸引
了 我 市 制 造 业 “ 大 优 强 ” 企 业 、

“ 专 精 特 新 ” 企 业 、 外 贸 行 业 企
业、服务业企业在内的 500 余家重
点企业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000 余家次。

现场还举行了校企宣讲、校企
合作签约等活动。黄冈职业技术学
院、兰州财经大学、浙江吉润梅山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宁波豪雅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等院校、公司的负
责人分享了院校专业特点、校企合
作需求等内容。随后，部分院校代
表还与我市 3 家重点企业举行了校
企合作签约仪式。

宁波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说，通

过邀请外省学校来甬集中开展校企
对接活动，宁波企业能够足不出户
拓宽技能人才招聘渠道。同时通过
与企业沟通，学校能够及时掌握企
业用工需求，从而为学生提供丰富
多元的实习就业机会。

在现场的创业集市上，40 余
家企业带来了家电、文创作品等创
业成果，供顾客选购。同时现场还
提供场地资源对接、社会实践场地
咨询、专家职场点“津”、就业创
业政策宣传解读等服务。

在“听见·青年力量”发布会
上，优秀创业者不仅分享了创业故
事，更为青年创业者梳理创业难
点，激励青年自主创业，迸发青年
力量。

“通过创业专场活动，我们希
望帮助有创业需求的青年找到市
场、资金、项目，帮助他们打破信
息 壁 垒 ， 实 现 产 品 服 务 销 量 增
长。”宁波市人社局工作人员说。

下一步，宁波各区 （县、市）
的人社部门还会与来甬院校开展精
准对接，并帮助院校与企业展开深
度交流。

奔甬而来 创享未来
2023年第二期宁波市技能人才校企对接会和第
83期宁波创业集市青年创业专场活动举行

昨天下午 2时许，在宁波效实中学 （东部校区），一群学生正在篮球
场上体育课。学生矫健的身姿与阳光照耀下产生的投影，形成了一幅美
妙的校园健身图。 （严龙 摄）

校园健身图

见习记者 何晴
通讯员 朱桦 杨米拉

秋风送爽，层林尽染，眼下正
是出游漫步的好时光。在象山县大
徐镇，有一条相思岭古道，有着

“宁波市最美健身步道”的美誉。
相思岭古道因何得名？相传，

东汉时期一个叫赵五娘的女子，在
千里寻夫途中走到大徐一带，因思
念丈夫潸然泪下，便弹起琵琶。她
边弹边哭，滴滴泪珠落在山林中，
斑斑驳驳，渐渐变成了一条石子
路。后来，当地村民便给这条路取
名为“相思岭”。

“相思岭里寻相思，相思桥上
锁相思，相思树下诉相思，相思庙
里圆相思。”这是相思岭脍炙人口
的诗句。

相思岭古道总长约 8 公里，宽

约 1.8 米，用石块铺成，从高处俯
瞰，似一条华美的丝带镶嵌于山林
之间。古道部分区域较为陡峭，增
添了一份攀爬乐趣。沿线可见相思
桥、仙人棋盘、仙人脚桶、仙人矮
凳等自然人文景观，美景不胜枚
举。

漫步相思岭古道，两旁高大的
树木把洒下来的阳光变成了“碎
金”，铺满古道。秋风阵阵，落叶
纷飞，踩在落叶上，窸窣作响。

在村民记忆中，相思岭古道曾
是去往丹城的必经之路，一年里村
民要走上二三百次。古道上一担担
渔获、大米、木材，支撑起一个个
家庭的生计。

如今，古道早已不再是人们“讨
生活”的必经之路。平日里，前往古
道锻炼健身、放松身心的人很多。

秋意渐浓，相思岭古道上树影
摇曳生姿，伴随着鸟啼虫鸣声，别
有风情。金秋时节，可以和家人朋
友一起，来相思岭古道打卡吧！

相思岭古道：

树影婆娑，秋日好光景

探寻最美古道探寻最美古道

北仑区九峰小学的学生正在割水稻。

余姚市三七市镇中心小学的孩子正在洗盘子。

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的学生正在摘毛豆。

李惠利中学的“小菜农”正在收割蔬菜。

（图片均由学校提供）

翻越石栏的垫脚石。 一名老人翻越石栏后到河边洗衣服。（方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