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果蔬农场残疾人培训现场。

现场辅导农民种植经济作物。通讯员供图

还有半个月，奶油草莓就可
以上市了，慈壹佳农场主孙永涛
不敢松懈，每天一早到场，第一
件事就是查看四十多个大棚作
物的生长情况和温湿度等环境
指标。

“今年高温天比较多，对于
‘娇弱’的草莓来说或不是好事，
需要及时地浇水、防病。”说起草
莓，孙永涛侃侃而谈，表示这里
面的学问有很多，比如草莓虫害
要早发现，打药不能随心所欲，
避开中午高温，尽量选择早晚
等。

他预估了下，今年草莓亩产
值有望在三四万元，这与13年前
第一次种草莓只有一万元左右
的亩产值相比，可以说是质的飞
跃，“强大的‘专家智库’，给了
我创业的底气！”孙永涛说。

1980年出生的孙永涛，毕业
于河北张家口农业高等专科学
校蔬菜管理专业。21岁那年他跟
着导师南下，成为慈溪一家蔬菜
研究所的技术员。后来，坎墩街
道对农业生产扶持力度不断加
大，城郊型农业示范园区已具雏
形，孙永涛成为第一个农业大学
生入住农业园区，“试水”承包4
亩地。

2007年，农场规模扩大，孙
永涛想试种味美高颜值的红颊
草莓，可是问题出现了。“坎墩位
于慈溪北部，土壤盐份含量比较
高，草莓生长一直受到抑制作
用，即便能开花结果产量和个头
也不是很好，当地农户中从未有
人尝试。”孙永涛这时想到了成
校专家。

很快，专家组成立，专门向
当地农业部门申请关于微盐碱
土壤草莓种植技术研究的课题。
最后确定包括水旱轮作、增施有
机肥、少用化肥等措施，合理根
外追肥，让又甜又大的草莓产业
在坎墩快速的发展起来。

“坎墩成校根据每一位大学

生农民自身情况、兴趣爱好、目
前所要突破的创业目标，邀请各
领域专家，有农经专家、销售精
英、农办科研专家等，提供自主
选择性培训菜单，这些服务很实
用，让创业更安心。”孙永涛说。

2015年开始，慈溪坎墩镇政
府规划2万亩农业示范园区。针
对推进过程中入驻大学生缺乏
职业农民基本素养和创业素养
等，园区快速实现“大学生→高
素质农民 and 优秀创客→人才
带动产业振兴”的战略部署，由
坎墩成校协同镇政府、农业局等
部门，紧密联系大学生农民，开
展 “ 众 谋 ，众 培 ，众 引 ，众
耕”——成校助力大学生农业众
创教育的创新实践。

目前，园内入驻大学生农场
19家（其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2
家，宁波市示范性农场 3 家），种
植品种30余种，年产值达5000
万元。在成校的牵线搭桥下，创
客和宁波农科院、浙大农科院、
浙江农业大学有长期互动，有3
位本科创客在宁波农科院进修
读研，2位农创客大学生获评农
艺师职称。

近年来，宁波市以加强
农村教育基础能力建设为
载体，以拓展乡村教育为突
破口，以深入开展各类教育
培训活动为重点，以乡村农
科教项目为纽带，主动服务
地方经济建设，不仅率先成
为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
盟成员单位、全国首批学习
型城市建设监测城市，还实
现了全市省级学习型城区
创建全覆盖，走出一条教育
助农、助企的新路子。

在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上 ，因 地 制 宜 实 施“ 订 单
式”、“创业式”等多种培训
形式，打造“蟹大人”“象山
红美人”“海田阿姨”等全国
知名成教品牌，孵化了一批
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领
头人。

同时，农村成校充分发
挥在经济提振、人才支撑、
文化繁荣以及乡村社会治
理和组织振兴中的重要作
用，重点培育孵化了乡镇成
校教科研成果60余项，涌现
了大佳何成校“跑道式养
鱼”、前童成校“民宿培训嘉
年华”、观海卫成校“双季”
葡萄种植等一批先进“成教
服务乡村振兴”品牌样板。

镇海、象山、宁海当地

成校，根据产业结构，面向
中小企业开设企业精益生
产、企业文化提升、企业高
技能人才等方面培养。如
宁海县西店成校成立了浙
江省内首家职业经理人俱
乐部，搭建起企业职工学
校、企业服务中心等培训
与服务平台，创设“小微企
业职工全息培训”项目，为
企业培训职工，帮助中小
企业解决成长之痛。从开
办俱乐部至今，已累计培
训的考证合格率达到 86%，
其中中级工及以上的获证
比例达35%。

“十四五”期间，终身教
育“双高”建设工程，已经把

“成人教育服务乡村产业振
兴创新项目”“城乡劳动力
素质提升项目”列入其中。
未来，宁波将加强乡镇（街
道）成校服务农村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展服务
乡村产业振兴行动，注重农
科教、政企校相结合，搭建
跨行业、跨区域的助农服务
平台等。加强对农村返乡农
民工、留守妇女、退役军人、
残疾人等人群的就业创业
培训，提升城乡劳动力素
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动共同富裕。

缺人才、缺技术，曾经镇
海蛟川街道有不少小微企
业，因为难以依靠市场力量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的问题，
发展遇到瓶颈。

2001年成立的富伟精
密机械（宁波）有限公司，主
营快速换模系统。建厂初期，
产品质量管理一直是头疼的
问题。

“产品组件的不良率应
低于1%，然而我们当时一度
达到5%左右，翻了几番。”管
理层坐下来认真商讨，发现
一线技术员工短缺是关键。

该公司经理聂炳阳说，
当初30人规模的公司，新招
进来的年轻人普遍缺实践经
验，影响着企业的生产效率、
订单的准交率。而车间老师
傅只有2个，手把手带又占
用大量时间。

“不用担心，我们提供服
务！”面对类似情况，6年前，

蛟川成校发起成立“锐蓝青
工”，这是镇海团区委重点支
持的公益性项目，助力辖区
小微企业发展。

学校打造锐蓝青工培
训服务平台，组建志愿者
服务组织，建立机械、数
控、电子电工等 10 个志愿
者服务团队，构建完善的技
术对接跟服务机制，锐蓝志
愿者服务队第一时间精准
对接企业痛点难点，技术专
家亲临现场技术指导，帮助
辖区小微企业解决了技术
与工艺难题，提高产品生
产效率。

此外，通过师带徒式的
技术咨询交流、实际操作演
示，助力小微企业培育技术
骨干，学校精准开设班组长
岗位管理能力、维修电工高
级工、电子设备装接工、数控
车床等培训班等，确保培训
供需匹配。

“强大的‘专家智库’，给了我创业底气”

“完整人才培养链有了，
竞争力不输同行”

宁波走出一条
教育助农、助企新路子

●新闻深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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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为打造全国学习型城市“宁波样板”，宁波不断完善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设覆盖面广泛的终身学习

平台，全面推进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在此背景下，宁波成人教育积极转变思路，实现角色上延

伸，不仅成为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撑，同时也是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人才培育、服务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

在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中，社会需要什么，成校来“搭建”，行业紧缺什么，成校来“补给”，切实扛起育人才、促产业、共

致富的责任担当。在宁波，农民可通过电商直播培训，享受新模式带来的增收致富；企业则可以通过精准职业教育服务，解

决转型升级的“阵痛”。这些，都是宁波终身教育帮助宁波人改变生活、改善生活的一个缩影。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钟婷婷 樊莹 通讯员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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