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宁波
南苑集团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南苑环
球酒店举行，浙江工商职院校长姚奇富与
南苑集团总经理郑碧寅代表双方进行签
约。仪式由南苑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监刘
屏主持，南苑集团副总刘伟义及浙江工商
职院旅游与健康学院书记董静分别致辞，
南苑集团副总苏西及包括五家酒店总经
理在内的20多位集团中高层管理人员参
加了仪式，浙江工商职院旅游与健康学院
部分老师见证了仪式过程。

浙江工商职院旅游管理专业与南苑
集团的合作早在2004年就已经开始，双
方在学生就业、顶岗实习、参观体验、课余
兼职、教师挂职、管理人员兼职教师等方
面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与南苑饭店的校
企合作项目更是以“持续时间久、优秀案
例多、合作方式新”的优势于2012年获全
国旅游院校“最佳校企合作奖”。随着合
作的深入，校、企双方一致认为应把下一
轮的合作提到新的水平。此次协议的签
署，将扩大双方合作的领域，加深合作的
深度，在联合培养专门人才、搭建学生实
践平台、共享优质师资资源、筹建旅游专
业学院方面密切合作。

南苑集团将以组建“南苑管理班”
的形式全程参与该校旅游人才培养，吸
收旅游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
参与，开展“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
提供学生奖学金、班级活动基金及其他

教学经费，开设企业课程，合作开展专
业教学改革，冠名和赞助专业技能竞赛
等。同时，加大酒店经理和专业教师的
互兼互聘力度，在兼职挂职、培训讲
座、技术开发、管理诊断、项目论证、
业务咨询等方面开展多种合作。双方将
适时筹建“南苑酒店管理学院”，为首
旅南苑在浙东及周边地区发展提供人才
支持。

浙江工商职院在校企合作方面一直
走在省内高职院校前列，在办学过程中，
学校坚持以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
向，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学校和政府的合
作交流，探索实践“总部—基地”办学的县
校合作模式、“点、线、面”结合的校企合作
模式和“四个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
教学改革和内涵建设成效显著，人才培养
质量稳步提升。2011年、2013年、2014
年、2015年四次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促
进奖”，2016年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奖”和“中国校企合作好案例”。近三年，
学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平均值超过98%，
综合评价称职率达93%，被授予“浙江省
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优秀单位”称
号，在2013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职业发展
与人才培养质量调查中荣获高职高专综
合排名第一。《中国普通高等院校2015年
声誉指数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学校在
2015年度普通高等专科院校声誉指数排
名中，位居全省第一。

校企合作，共赢未来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与宁波南苑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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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徐氏后人为什么要把家谱
捐赠给奉化区档案局呢？徐家村的徐
氏族长徐阿忠是这样解释的：以前家谱
存放在祠堂里，每年族人都要将家谱拿
出来晾晒，非常麻烦。而且族人也担
心，倘遇山洪、大风、火灾、蛀虫等造成
族谱受损，那将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族谱由宗族
保管，查阅也方便。捐赠出去，貌似对
祖先不恭。但我们地处山区，宗谱保
存在祠堂里存在种种隐患。”徐阿忠
说，在奉化区档案局征集家谱的时候，
徐氏族人选择了捐赠，“这样，既可以
利用档案局先进的经验和设施保存好
宗谱，也便于以后族人查阅。”

奉化区档案局相关专家告诉记
者，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它是一种
以父系家族世系和人物为中心，按照
时间顺序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
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文
献，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中国人百
善孝当先，通过修家谱，有助于提升家
族的凝聚力，增进各个家庭的了解和
信任，促进家庭间的互帮互助。

宗谱一般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
一大修，一般盛世都会修谱。《徐氏宗
谱》记载，最早的修谱记录为大宋嘉定
元年，也就是 1208 年，距今已经有
800多年的历史。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许霖

有个徐氏家族
出了13位进士12位举人

还形成了奉化的
一个美丽山村

如今族人捐献《徐氏宗谱》
最早的一本编修于248年前

你见过248年前编修的家谱吗？近日，奉化区档案局征集到了清朝
乾隆、嘉庆、道光等年间编修的《徐氏宗谱》9本及《徐氏房谱》6本。其
中，最早的一本《徐氏宗谱》编修于乾隆三十四年，也就是1769年，距今
已经有248年的历史，它也成为目前我市档案系统征集到的最早家谱。
而这个徐氏家族还形成了奉化区的一个美丽山村——大堰镇徐家村。

这次奉化区档案局征集到的《徐
氏宗谱》共8套9本，分别为清乾隆三
十四年、嘉庆六年、道光六年、咸丰三
年、光绪二年、光绪三十一年，民国十
六年以及2004年版本。同时征集进
馆的还有光绪丙子年等《徐氏房谱》4
套6本。

这些宗谱的捐赠者，是奉化区大
堰镇徐家村徐氏宗族族长徐阿忠和他
的族人。

根据《徐氏宗谱》记载，大堰徐家
村徐氏是东汉年间丹阳侯徐饶之后。
四十七世祖徐饶生于106年，曾担任
散骑尚书与左仆射，最后获封丹阳
侯。但记者上网查询了一下，并没有
找到丹阳侯徐饶的相关资料，可能这
个丹阳侯在历史上并没有做出什么显
赫的事情。

不过，他的后人却在奉化开枝散
叶，形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徐
家村，当地村民以徐姓为主，另有汪、
王、邢、毛等姓。

据《徐氏宗谱·徐琰世传》，南宋初
年，丹阳侯的后人徐善转由新昌榉根
至奉化大堰的马站为官。他的第五个

儿子徐琰，也就是徐氏第八十六世先
祖，被后人尊为大堰徐家村徐氏始祖。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相传，南宋
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为避金兵的
追杀来到明州，当时，徐琰的哥哥徐珍
国而忘家，其余诸兄也都在外。年方
七岁的徐琰不得已而至明州以见宋高
宗。宋高宗奇其颖异，乃问曰：孩童几
何矣？对曰：臣七岁。皇帝又问曰：何
以至此？对曰：因差役马站至此，得见
陛下。宋高宗为此就出了个上联：七
岁孩儿当马站。徐琰即对曰：万年天
子坐龙床。宋高宗大悦，诏赐官币，建
宅一区，作养读书。

徐马站村的名字因此而来，徐氏
也成为徐马站周边村庄定居的早期居
民。就这样，这个家族在奉化的徐家
村生存繁衍，书香传家。

根据统计，自徐家村先祖开始至
嘉庆六年编修家谱，670余年间，徐
氏族人先后出了13位进士和12位举
人。其中，徐琰二哥徐珍为宋孝宗乾
道乙酉年 （元年） 即 1165 年的进
士。可惜的是，宗谱对此并无详细记
载。

徐氏家族形成徐家村

现在，徐家村是奉化区大堰镇徐
马站村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大堰镇万
竹西北约3公里，坐落在南北长约1
公里的山谷之中。

徐家村四面环山，三面环水，村东
的马站溪和村西的后坑溪，从北往南
静静流过，后坑溪在村西汇入了马站
溪。值得注意的是，从外面走进徐家
村，以前一定要经过两座石拱桥。

在徐家村的村口，有一大一小两
座相连的石拱桥，桥身已经青藤遍布，
至今依然为村民出行提供便利。这两
座石拱桥建于宋朝，距今已有800多

年历史。这也是宁波目前发现的最古
老、保存最完好的石拱桥。它们也跟
徐氏家族有关。

根据《徐氏宗谱》记载，徐琰到这
块依山傍水的宝地建宅时，考虑到交
通便利，在马站溪和后坑溪两溪交汇
处，用当地的山石造了两座桥：马站溪
上的永安桥和后坑溪上的无名桥。两
座桥相连，呈直角排列，一大步就可从
这座桥迈入那座桥。马站溪溪面较
宽，因此永安桥桥身比较长；后坑溪溪
面窄，无名桥就造得小了些。村民说，
古桥现在仍能通行。

800年石拱桥仍能通行

族人捐赠宗谱

徐家村村口的两座宋代石拱桥，至今仍能通行。

徐氏宗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