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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永济桥，望春桥，新江
桥，甬江大桥……留学生们沿着
宁波轨道交通一号线从西塘河到
三江口，实地参观了9座各具特
色的桥梁，每到一处，他们认真观
察，仔细聆听，还不时拿出手机拍
摄记录。

傅晓炜介绍说，本次活动是
学校留学生“走近非遗，感知中
国”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以桥为
媒”，让留学生了解宁波的历史文
化，而另一个用意，是让留学生们
亲身体验宁波的发展建设成就，
了解乡村振兴给农村地区带来的
变化。所以每到一座桥，他都会
拿出这座桥的历史照片，让大家
对照参观所见“找不同”。

来自也门的留学生哈库来宁
波四年了，之前曾经来过高桥，当
他从轨道一号线的高架站台放眼
望去，看到一座座青山和一幢幢
高楼时，不由赞叹“这种景象和几
年前看到的完全不同，太喜欢这
种感觉了”。

在高桥站眺望建设中的西洪
大桥“西天门”，来自尼日利亚的
留学生毕拉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1000年前，高桥古桥是这里最
高的桥梁，而如今，99米高的西
洪大桥就是现代版的‘高桥’。”

“这座桥上的石狮子是面带
微笑的，和我们在别处看过面露
狰狞的石狮子很不一样。”在上升
永济桥边，留学生美丽兴奋地

说。她还拿起一张30多年前的
老照片，发现照片里桥两边不是
歪歪扭扭的电线杆就是矮平房，
对比现在静谧的沿河公园步道和
大气的一号线高架，不由惊叹30
年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在望春桥边拿着旧照打卡的
俄罗斯留学生艾琳感叹道：“要不
是桥上长出的这两棵树，真的很
难相信照片里的桥就是我身后的
这座桥。”

在三江口，傅老师拿着一张
历史照片让大家北望甬江大桥

“找不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
抢答着：

“原来这座桥是绿色的，现在
是白色的。”

“以前只有这一座桥，现在后
面多了更大更漂亮的桥。”

“原来老外滩这边只有一座
高楼，现在到处都是高楼。”

……
据悉，该校国际学生“走近非

遗，感知中国”系列文化体验活动
已开展两年有余，留学生们的参
与热情始终高涨，并纷纷表示希
望参加更多这样的文化体验活
动。

“明年我们还会组织国际学
生看桥，还会走相同的路线，让他
们带上今天拍的照片再来‘找不
同’，相信宁波这座共同富裕先行
市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
喜。”傅老师信心满满地说。

▲▲▲▲▲

近日，一本清廉家风家训故事集在

宁波工程学院热传，感动了很多大学生。

创作这本故事集的是该校人文与艺

术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的 31 位党员、41

位入党积极分子，完成了 72 个家族的清

廉家风家训故事采访，共11万字。

“开展大学生廉洁教育是我们支部

的党建特色品牌活动。”支部书记杨建生

介绍道。他要求支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采访家族中的长辈，记录与清廉相关

的家风家训故事。在采访的过程中，不少

同学发掘出尘封已久的“宝藏”，采访和

写作过程变得妙不可言。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陈红

故事一
戴晓清同学的大爷爷是抗美援朝老

兵，“永远跟党走！要学会沉默，保持平常
心，不要取得了一点功劳就到处宣扬，不要
凭借一点点能力就收礼金送人情，家里的
党员都要保持党性永不褪色！”大爷爷说。

采访的过程对戴晓清而言是一次灵
魂洗涤的过程，采访结束后，戴晓清感
慨：“爷爷为了守住党员的清廉，数十年
如一日选择保持沉默。良好的家风是能
受益一生的财富，现在做一名正直的学
生，将来做一名清廉的工作人员，一生都
做一名合格党员。”

故事二
朱江南同学的爷爷是一名老共产党

员，曾担任过杭州市桐庐县下洋洲党支
部书记。“我在位的几年主要是完成三件
大事情：改电、改水、清理村里遗留财务
问题。完成了这三大件工程后，村里的百
姓很感激，说我干实事，拥护我。”回忆起
往事，爷爷很自豪。当时改电的开销一部
分需要村里自己出钱，大概要十五万元，
由于村里条件差，拿不出这十五万元。为
了顺利完成改电工程，爷爷悄悄从自己
家拿出四万元钱先垫付了。

朱江南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年大年
三十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时候，爷
爷总是忆苦思甜，让我们珍惜当下。因此，
虽然现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但是我们家
仍然保持生活上的节俭、工作上的正气。

故事三
郑源同学的爷爷退休前是镇上的党

委书记，疫情暴发期间，爷爷自发带领离
退休干部党支部的同志，慰问志愿者。

“其实爷爷这段时间身体每况愈下，但
是他没有顾及自己，反而是去关心那些不
认识的人，直到疫情缓解才去医院检查。”
爷爷的检查结果不是很好，住院前一天，他
把党支部的党费算清，写好明细，锁在抽屉
里保存好。“最终噩耗还是传来了，整理党
费真正成为了爷爷一生做的最后一件事
了。”郑源眼里闪着泪花，“爷爷忙忙碌碌一
辈子，清清白白一辈子。”

在校大学生“试水”直播带
货，是宁大科院产教融合的一项
重要教学突破。作为创新助力乡
村振兴的新业态，这支大学生直
播团队组建于去年6月。“最开始
是我每每上直播课，都有不少学
生向我表达对直播行业的强烈
兴趣与意愿。”该校电商系冷卫
安老师告诉记者，一方面他通过
朋友介绍，联系上慈溪特色产业
之一——拖鞋的生产厂家，另一
方面，在200余位学生中进行层
层筛选与考核，最终确定6位参
与直播的学生，经过前期培训与
进厂学习，帮助他们尽快进入

“主播”角色。

从直播小白到经验丰富的
主播，并非一蹴而就。直播间成
立初期，同学们面临着没有观
众、访问人数不稳定的现状，工
厂环境相对复杂、室内温度冬冷
夏热等也在考验着大家的适应
能力，由于不会灵活配合消费者
选品，常常流失掉部分观众等问
题更是频频出现。“一开始非常
焦虑，总在就寝后暗暗问自己，
到底适不适合当一名优秀的主
播。”王英同学说，“好在经历瓶
颈期后，在学校老师与企业帮带
老师的帮助下，我和同学们越来
越得心应手。特别是看到当天的
直播观看量与成交量有了新突

破时，我都会非常有成就感。”
团队一共运营三个账号，每

晚每个账号平均观看量在20万
左右、成交额在 3 万到 20 万不
等，仅半年时间，这群年轻的“主
播”们就创造了过千万的成交
额，而他们本人也获得了十分可
观的收益……

“能看到学生们飞速成长，
作为老师我们十分欣慰。”冷卫
安说，“未来我们也会尝试对接
慈溪本地其他特色产业，帮助学
生们积累更多经验的同时，吸引
他们毕业以后留在慈溪发展，进
一步提高留慈率，以校地合作模
式促进地方进一步发展。”

72个家族 11万字
一本清廉家风故事集
记录尘封已久的“宝藏”

勋章

大学生化身“带货主播”
助力乡村振兴 学习实践两不误

3月8日，站在镜头前，宁大科院2019级旅游管理专业的王英从容不迫，在两个多小

时的直播内，她与另一名同学搭档默契，轮番上阵，一口气为几十款拖鞋“代言”。

每天晚上七点，在慈溪匡堰镇趣艺拖鞋厂内，几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在校大

学生化身“带货主播”，为慈溪本地特色产业卖力吆喝，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记者 李臻通讯员宋超胡格格

看古桥，说今朝 在甬留学生们新旧对比后连连惊叹：

宁波这30年来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前两天，宁波市高桥镇高桥村，发生了这样一幕：一群外国青年站在一座有着

1000多年历史的拱桥上，全神贯注听一位老师讲述发生在此的“草席退金兵”的故事，

不时发出阵阵赞叹声。

这群外国青年，是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留学生，当天在该校国际交流学院教

师傅晓炜的带领下，开展“桥说宁波发展”文化实践活动，高桥村的高桥，便是本次活

动的第一站。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记者李臻 通讯员姚敏明胡晓虹

望春桥的新老对比。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