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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宁波财经学院校内劳动教
育基地“勤园”正式开园。这个建在校园里
的“开心农场”占地3300平方米，每个分院
都有一块地供学生耕种。别看只是一块
地，师生用上自己的专业所学，一块地也能

“玩出花”。
宁财院数字技术与工程学院的师生动

手搭建了一个智能温控灌溉系统，用高科
技“种菜”。“试验田离水塘较远，我们准备
开发小程序实现自动灌溉。”21机电1班的
黄佳鑫说，这套系统是他们结合专业设计
制作的，“不仅能检验所学，更能实地测试
装置可靠性，一举两得！”

“在劳动中做学问，学生有热情，教师
有案例，也让我们的课程思政更加言之有
物！”宁波市农田建设专家库专家、该校数
字技术工程学院教师张育斌现场指导，他
认为一小块地就能让学生走进智慧农业的
大课堂，“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他们
的创新精神。”

“我们打算把这块地作为大作业‘试验
田’，进行农业景观设计，实现我们的创意
方案。”该校艺术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
师生着手通过农田布局，来建设景观带。

“农业景观设计是当下环境设计专业
的新趋势，由于农作物生长周期、病虫害无
法通过电脑模拟，有了这块地，教学实践的
难题迎刃而解。”该校环境设计专业教师张
宁说，田里种下了萝卜青菜，同学们已经期
待丰收的场面。

据宁波财经学院副校长李羽介绍，学
校还聘请了专业的农艺师和相关学院、部
门的教职工担任‘劳动教育导师’，为学生
在种植、养护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指导。下
一步，学校将鼓励各二级学院发挥专业特
色，高质量开设与专业教学实践、课程思政
教学相结合的劳动教育课程，让劳动教育
融入日常，打造五育并举新典范。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徐凯阳 王伟

曾经臭气熏天 如今春色满园

这个共享花园
还成了居民的“创艺空间”
彩虹长椅、木桩休

闲凳、轮胎花篮……在
鄞州区白鹤街道丹凤
社区，一个共享花园刚
刚出炉，花园里，随处
可 见 居 民 的 创 意 改
造。共享花园打造好
了，居民利用闲暇时间
进行废物大改造，用创
意让花园一天天变美。

而这里曾经是一
片脏乱差的菜园。

走进共享花园，一排排紫荆、团
团簇簇的菊花还有各种不知名的花
花草草，在暖阳下绽放着最美姿
态。花园里，各种彩色的装饰点缀
其间，让整个花园多了几分生机。

“这个椅子是我们自己漆的，墙
上的小装饰先用锯子一点点锯出来，
再用毛笔画上去。”小区居民邵雪琴
在丹凤新村住了20余年，见证了这
个共享花园的蝶变。她说，以前这里
经常有居民种菜、施肥，路过都要捂

着鼻子走。
“以前，小区毁绿种菜现象普

遍，一施肥臭气熏天，各种垃圾随
意乱丢。有时候，邻居种的菜被别
人拔走了，还会闹出邻里矛盾。”采
访时，居民和记者说起以前的“不
堪历史”时直摇头。

“空地种菜现象屡禁不止，这
让社区一度很头疼，堵不如疏。”丹
凤社区党委书记徐挺说，社区想到
用种花来代替种菜，当时有几户喜

欢种花的居民纷纷响应，退休居民
杨洁第一个带头种花。

一开始，种花的居民和种菜的居
民经常“抢地盘”。“我昨天刚种的花，
第二天就被人拔了，种上了蔬菜。有
段时间，有的人种花，有的人种菜，还
有的人堆垃圾，互不相让。”小区居民
黄孜迪说，在社区的引导下，种菜的
人慢慢少了，种花的人多起来了，最
后种花的“一家独大”。经过两个月
的“拉锯战”，“菜园”变成了“花园”。

在共享花园一角，有个小小的
工作间，放着颜料、水桶、毛笔等。
小小花园，成了居民的“创艺空
间”。轮胎花篮、鱼型装饰品、彩虹
长椅以及彩色树桩等，都是居民利
用废旧物品“变”出来的。

“我看到附近汽修店有好多废
弃轮胎，就想着艺术加工一下，算
是废物利用。”共享花园主理人杨

洁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和居民在
共享花园进行“艺术创作”。

这些轮胎由周边汽修店、电瓶
车维修店免费提供。大家拿着小
锯子一点点切割、用毛笔一点点描
画，废弃轮胎就成了一个个造型奇
特的轮胎花篮。

杨洁是社区“艺委会”新成员，
平日擅长水彩和国画，这次有了用

武之地。她不光在轮胎上作画，还
在树桩上创作。几年前台风期间，
社区一棵高大的雪松被吹倒了，成
了废品。“社区帮我把木头锯成一
段段，然后再磨皮晾晒，如今成了
结实的木凳。花园里的这些砖头
和石板都是当时老旧改留下来的，
丢了可惜。现在我们在上面做一
些装饰，成了花园的点缀。”

花园里，星星点点的手工制品
和随处可见的涂鸦，都由居民精心
绘制。在丹凤社区，艺术赋能，让
每个居民都充满创造力。

“在轮胎上画其实很有难度，
我一般先在纸上画好，然后再贴到
轮胎上，一个轮胎一个轮胎去描，
最后再叠起来。”杨洁神采飞扬地
和记者分享创作的乐趣。“我们还
要打造一条花径，一面花墙，让周
边的孩子也参与进来……”关于未
来，她设想了很多可能性。

每天6点多，72岁的邵雪琴就
开始下楼照顾共享花园的花花草
草，这成了老人最乐此不疲的事。

“我平时就是作作画，出出主
意，邵阿姨每天下来打理花园，花
开得这么好，都是她的功劳。”杨

洁坦言，以前她很少下楼与邻居
交流，退休以后大多数时间都在
家里看书。自从有了这个共享花
园，她每天都来这里，和大家一起
聊聊天，一起在花园创作。“这段
时间认识的朋友，感觉比我前几
年加起来都要多，花园成了我们
最好的联结。”

“以后我们要打造四季花园，
每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辖
区苗圃花艺单位和游龙河步道工
程队都愿意提供技术支持，社区正
在做育苗工作。我们会让这个共
享花园慢慢‘生长’，将周围的闲置
土地利用起来，吸引更多的居民参
与进来。”徐挺和记者说起共享花
园的未来规划。

这个共享花园取名“艺来壹

园”，初衷是通过艺术赋彩打造共
享花园。这是丹凤社区的首个共
享花园，一个美好的开始。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胡逸兴 丁铭

这所高校的师生

将校园“开心农场”
“玩出花”

宁财学子正在搭建智能灌溉系统。
通讯员供图

抢占地盘“菜园”变“花园”

创意改造 废旧物品变艺术品

共建共享 一个花园的N种可能

丹凤社区崭新的共享花园丹凤社区崭新的共享花园。。记者记者 刘波刘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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