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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里传来一个好消息
宁海技校与领克汽车
“牵手”成立“领克班”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
婷 通讯员 徐鸿鑫 张艳云）“一进技校，我们
就接到领克汽车的橄榄枝，为了与世界500强企
业匹配，我们要好好练技能、学本领！”8月5日，
宁海县技工学校新生王家乐同学代表21级汽车
维修班上台接过“领克班”班牌时激动地说道。

当天上午，宁海县技工学校与领克汽车相
关负责人共同签署校企合作协议，标志着宁海
县技工学校“领克班”的成立，也代表着高技能
人才培养领域的新突破。“我们原先培养模具制
造的技术人才，现在我们要跟上潮流，培养新能
源汽车制造和维修人才。”宁海县技工学校校长
黄仁发介绍学校人才培养的转型与升级。

据悉，随着企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学校
必须跟上脚步，因此宁海县技工学校在夯实传
统制造专业的基础上，开设新能源汽车专业。该
专业每年招收250余人，在招聘时供不应求，毕
业生深受上海大众、领克汽车等公司青睐。

与传统校企合作模式相比，“领克班”更加
注重学生全周期培养，更加突出实践动手能力。
比如领克汽车会选派优秀的技术管理人员到技
校开展专业师资培训，并为学生讲授专业课程。
在此过程中，双方共同开发与领克产业相关的
专业课程，共建专业实验室和实训基地。还将通
过选派优秀技术人员担任学生导师，设立“领
克”奖学金等方式鼓励“领克班”学子增强理论
素养、练就技能本领，为企业培养一批“用得上、
留得住”的优秀技术人才。

慈溪周巷迎来浙大青年人才
本地学生直呼“太受益”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涵
茜 通讯员 吴佳睿 施吉章）“这个分享活动孩
子真的太受益了”“活动很有意义，谢谢学长学
姐们的分享”……这个被家长组织方啧啧称赞
的活动是浙江大学“青知计划”青年人才走进周
巷青春分享会。

近日，周巷镇团委积极开展“我为青年办实
事”系列活动，聘请17位浙江大学“青知计划”慈
溪实践团优秀学子作为“青年宣讲团”成员，在
慈溪市周巷镇天元初中报告厅，与50余位慈溪
本地青年学子交流学习心得，分享青春体会。

据悉，这是周巷镇团委第三次邀请浙大青年
人才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自2019年以来，周巷
一直和浙大优秀学子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慈溪学子会对未来
的学习生涯有更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浙大“青
年宣讲团”从学、玩、住、行等多个角度展示浙大
的独特魅力，鼓励慈溪学子尽早确立想要报考
的大学目标并为之不断努力。在场学生认真地
记录着学长学姐提到的每一个要点，在宣讲结
束后，他们还有一肚子问题想要请教。

浙大学子们除了与现场的同学进行面对面
的结对交流，还互相交换联系方式，将自己的学
习经验和方法倾囊相授。“希望在座的慈溪青年
学子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多向学长学姐请
教。”同为浙大毕业生，也是周巷镇组织员胡欣
说，“相信在各位学长学姐的引领下，我们慈溪
学子会对未来的学习生涯有更明确的目标和规
划，可能会有更多的学生考入浙大求学，也希望
他们能学成所得，回报家乡。”

8名成员，分成了两个小组，王佚天是
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他说科技新苗活动给
他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让他习得平时课堂上
没有习得的知识。

“真正踩进这片田里的时候，我感觉到
大自然的力量，一开始我们都不会，但一个
小时的学习让我们学会插秧。为了做实验，
我在实验前几天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基本
弄明白了实验步骤，但是真正操作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非常感谢农科
院老师的指导。一开始论文写得磕磕绊绊，
老师给我们提出很多意见，四千字不到的论

文，修改了有三千字左右。到前天晚上，基本
内容已经确定，尽管对专家来说我们的论文
还很稚嫩，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这已经
是一个让我们激动的成就了……”

说起参加科技新苗活动的收获，王佚天
有很多话要讲。作为学校理科创新班的一名
学生，他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成绩都很好，所以
被选入新苗团队。距离5月份举行的全市第五
期科技新苗活动开幕式已经有段时间了，但
王佚天说开幕式上有位老师讲的话至今令他
印象深刻，大概意思是“我们不一定会成为科
学家，但我们可以让科学薪火相传”。

下水田、做实验、写论文……

“科技新苗”让学生度过与众不同的假期
做实验、下田劳作、写论文……这是惠贞书院科技新苗团队忙碌的暑假生活。8 月 9 日

下午，他们不但要在宁波农科院开展水稻DNA提取和扩增实验，还要去东钱湖的试验田里
给一个月前种下的水稻除草。在“水稻分子育种实验”的科技新苗项目中，他们要通过实验
探索不同水稻品种之间的差别，学习农杆菌介导水稻遗传转化的最新方向，还要亲身体验
播种、插秧、除草、收割和脱粒等水稻生长全过程。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文/摄

做实验
提取不同水稻的DNA

准备好不同水稻叶子的萃取物、加入试
剂氯仿、摇晃混合均匀、静止5分钟等待分
层、放入离心机分离……8月9日下午，8名惠
贞书院科技新苗学生在宁波市农科院实验室
开展水稻DNA的提取实验。

据了解，今年5月，第五期宁波市科技新
苗培养计划结对名单公布，被列入培养计划
的共有14个项目，惠贞书院的“水稻分子育
种实验”就是其中之一，结对导师正是宁波市
农科院生物与技术研究所所长严成其。

从5月份至今，同学们查阅大量资料，参加了
播种、插秧、除草等与水稻生长相关的劳动、进行
了不同水稻品种DNA提取和扩增实验，也确定
了各自的论文方向、框架，写作了论文初稿……

“我们的科技新苗项目是跟高中生物学

教材密切结合的，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学生
在实验中习得的原理、方法和技术，是他们应
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目前国家非常看重科
技创新向高中渗透，国家需要高中进行拔尖
创新人才的早期培育，实验的另一个目的是
在高中阶段让他们去接触与科学前沿相关的
材料、技术、仪器等，去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
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惠贞书院科技新苗指
导老师张志祥介绍。

之前第四期科技新苗，惠贞书院的项目
也与水稻相关，是水稻新种质创制与中试的
实验性创新劳动实践，项目获得市科技新苗
培养计划一等奖第一名，并于今年七月顺利
拿到全国青少年科创大赛的入场券。作为指
导老师，张志祥在这方面已经颇有经验。

下水田
参与水稻生长的全过程

下水田拔草。

实验之后，同学们又在严所长和张老师
的带领下，来到东钱湖的水稻种植基地。在
那里，农科院将其中一片水田专门交给惠贞
书院科技新苗团队种植、实验。

一到田边，看到长势良好的水稻，同学
们不禁松了一口气，之前他们有点担心台风
会将自己的劳动成果摧毁。“没想到台风没
影响水稻生长，这下放心了。”成员之一王佚
天说。

脱下鞋子，赤脚进入水田，将里面的杂
草一一拔掉，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很快
干了起来。

记者看到，一片水稻田里，插着不同的

牌子，这代表了不同的水稻品种。
“田里的劳作与科学的实验是紧密结

合的。劳作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并
让他们感受农民的辛苦，实验是让他们学
习生物学相关的新技术，并进行科学研究。
5月份种子播种下去以后，长成了秧苗，然
后选择部分秧苗进行DNA提取和扩增实
验，与它们的父本和母本基因进行比对，以
及是否有新的基因。因为实验的毕竟是少
数，大多数还在田里生长，所以同学们要照
顾这些水稻的生长，直到秋天收割，他们将
参与水稻生长的全过程。”张老师告诉记
者。

谈收获
不一定会成为科学家，但我们可以让科学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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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