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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丢下
弱势群体，公益组织作为一股重要
的社会力量在服务弱势群体、补足
社会治理短板中优势明显，但公益
组织既不能丢掉公益性，又要具有

“造血”功能，如何培养孵化公益创
业人才和项目，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做出了有益探索。

2016年，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在
全省高校中率先引入公益创业，依
托“益立方”公益学院，构建“专业
公益”的特色教学内容体系，面向全
校开展公益创业教育，创建国内首
个“社会创业实验室”，为学生提供
无财务风险的创业实践平台。公益
学院开办5年来，受益学生超12600
人，其人才培养模式被列入由清华
大学完成的《中国公益慈善学历教
育发展报告》。

“共同富裕，并非只是‘物质’

上的富裕，而是‘物质’和‘精神’双
富裕。公益创业，不仅是用商业手
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还有另一层更
深含义是通过整合社会资源，解决
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唤起全社会关
心关注和建设我们共同的家园。在
共同富裕道路上，公益创业不仅能
助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同时能激发青年大学
生积极参与和融入共同富裕建设
中，在解决社会人员就业再就业、
推动全员参与社会治理的进程中，
让民众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享
受到共同富裕的红利。”浙大宁波
理工学院益立方公益学院副院长
余志伟说，下一步“益立方”将以结
合社会需求在积极养老、乡村振
兴、文化传承、环境保护等领域持
续探索开发优秀的公益创业项目。

“95后”女孩带动万余青年投入志愿服务；
柴桥成校做花农“娘家人”……

看宁波教育人如何助推共同富裕
今年 8 月，宁波市发布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

市行动计划（2021—2025 年），

吹响了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助

推共同富裕的号角。

教育系统助推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如何发力，有何作

为？记者从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和北仑区柴桥成人中等文化

技术学校的创新探索中寻找

到了部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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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女孩带动
高校青年投入志愿服务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公布了
2021年“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浙江
省大学生就业创业典型人物名单，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校友李靖慧名
列其中。

“95后”女孩李靖慧，2015 年
入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也是浙大
宁理益立方公益学院的首批学员。
创业指导课上，她提交了一份关于
丰富老年人精神生活的策划书。从
团队管理到项目运作到争取社会
资源，指导老师余志伟都倾力相
助。2016年9月，“银巢积极养老公
益项目”正式启动。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养老就
是给老人提供好服务。但其实现在
的很多老人还精力旺盛，他们不仅
是被服务者，还能发挥余热、创造
价值。”按照这样的思路，李靖慧提
出“积极养老、自主养老、以老养
老”的概念，该公益项目就是给老
人提供“创造价值”的平台，让老年
人在服务他人的同时找到更多生
活乐趣。“银巢养老”项目运作五年
多，建立46家社区助老服务基地
和 30多家社区老年大学，获社会
各界点赞。

李靖慧用年轻人的力量，为社
会长者送去温暖，也在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扛起
了一个“95后”青年应有的责任。李
靖慧因此公益项目获“全国优秀团
员”“福布斯U30精英”“浙江省优
秀团员”“宁波市最美90后”等国
家级、省市级荣誉50余项。项目发
展至今服务人数已突破10万余人
次，带动了1.5万的高校青年共同
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

共同富裕是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又
一伟大征程。

今年8月，《宁波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
行 市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 年）》发布，吹响了
社会各界凝心聚力助推
共同富裕的号角。

教育既是共同富裕
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共
同富裕的重要动力。

宁波教育人在共同
富裕进程中发挥引领性
作用，在传递文化知识的
同时，也在发现世界、改
造世界。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益立方”学院以公益
创业为驱动，引领高校青
年学子在参与创业实践、
链接社会服务中，关心关
注社会弱势群体激发其
志愿精神，并进一步激发
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的
家园的热情，收获“物质”
和“精神”的“双富裕”。

同时，宁波教育人充
分展现了教育在共同富
裕进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缩
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北
仑区柴桥成校并没有将
技能束之高阁，而是从实
际出发，从教育者的本质
出发，让知识成为生产
力，为乡村共同富裕贡献
自己的力量。

在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的时代篇章
中，宁波教育人行走在田
间山头、江海湖泊，将智
慧扎根土地，用行动筑梦
未来。

进入古镇北仑柴桥，只见一处
处乡村被连片花木围绕、一幢幢别
致美观的别墅式民居连绵。在这里，
农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有力实现
了乡村产业振兴。而其中，正是花木
经济的发展圆了不少人的致富梦。

值得一提的是，北仑区柴桥成
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发挥成校专
长，不断探索创新花木特色培训，为
助力乡村共同富裕贡献出自己的力
量。

柴桥成校校长刘毅杰介绍说，
柴桥街道是传统农业街道，农业人
口占95%以上，其中参与花卉种植
和销售的户数占85%，花卉产业成
为街道主产业、主经济，因此，如何
为花木农户做好培训服务？如何做
好花农“娘家人”？一直是柴桥成校
在积极探索的。

为此，成校创新培训模式，以点
带面，多层次提高农民培训实效。学
校以花木农业科技服务为平台，及
时将花木农业科技知识传送到千家
万户。

同时，学校邀请专家为花农传
授技能。近年来，学校根据花农的需
求，菜单式安排课程，邀请宁波市农
科院、林业所等专家上课，每年参加
农业技能培训的农民达2000多人

次。
以往花农都是单独经营，缺乏

信息平台。为此学校联合街道、社区
搭建各种平台，使花农及时了解营
销情况，合理安排生产数量和种类，
降低风险，提高收益。此外，学校还
发挥农民创业带头人的示范作用，
激发农民利用科技知识实现创业的
热情。

如今，柴桥街道的花卉产业得
到了蓬勃发展，花木产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花木培训人数呈历年递增
趋势，街道花木经济生产总值也逐
年增加。2020年，学校培训花木种
植大户人数为1450余人，花木种植
实用技术人员近500人，花木经纪
人人数为151人。

目前，学校已成功创建“全国社
区教育示范街道”“浙江省先进示范
基层党校”“浙江省社区教育示范学
校”、浙江省现代化成校。刘毅杰表
示，柴桥成校将继续在以花木为特
色培训的发展模式下，勇于创新，有
效地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学校将
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发挥省现
代化学校引领作用，切实补齐“乡村
振兴”的短板，深挖“花木经济文
化”，打造花香小镇，服务乡村振兴，
为乡村共同富裕而努力。

做好花农“娘家人”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激发大学生参与社会治理践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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