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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宣传
助力数字乡村建设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
者 王伟 通讯员 张玉菲）为“喜迎二十
大，助力数字乡村”，连日来，宁波市职教
中心学校21数媒3+4班的部分同学在指
导老师和企业专家的带领下来到了奉化
区金娥村和蒋家池头村，开展“VR全景
漫游制作”和“VR全景视频”为主线的系
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运用专业技
能，服务乡村数字化建设，为乡村的数字
化宣传，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金溪五村的蒋家池头村里，书记陈
伦和网格员陈辉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支
持，陈辉还热情地给同学们介绍了村里的
历史以及一些村干部、志愿者的优秀事
迹。为对蒋家池头村有更深了解，同学们
顶着大太阳进行了村内踩点。他们找了多
位村民，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到村
民们对村里的生活都很满意，整体的幸福
指数很高，也收集了一些村民对推动数字
乡村建设工作的意见。

在金溪五村的金峨村，同学们跟随老
师和企业专家学习VR全景拍摄的实操技
巧。这是对此前理论知识学习的一次实践，
同学们利用全景镜头拍摄出了一幅幅乡村
美丽风景，并制作成了VR全景照和VR视
频，用介绍加景色的形式向他人传递乡村
美景。同学们表示，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使
大家的专业能力有了进一步提升，也有利
于大家在岗位实践中认识家乡、了解家乡，
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据了解，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
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我
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2022年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
设”。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
赋能乡村振兴，有利于充分发挥信息化对
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提升农业农村现代
化水平。此次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让同学
们学习实践了VR摄影摄像技术，也认识
到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更多可能。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徐萍）暑期，镇海
区炼化小学“红领巾星光社团”的法
治宣传员们在区关工委宣传教育团
邬明明老师和区关心下一代红枫志
愿者协会周国民分会长的带领下，走
进暑期托管班，开展了民法典巡回宣
讲活动，让法治精神深入“童”心。

在炼化小学暑期托管班上，法
治宣传员张子哲、陈奕暄和邬明明
老师共同上台执教《民法典守护我
成长》。两位同学讲述了一个又一个
民法典小故事，并组织同学们积极
互动，带动台下的同学们畅谈学习
体会，弘扬法治精神，争做一名尊
法、学法、守法的小公民。

在张鑑碶社区“假日学校”进行
的宣讲活动中，宣传员陈子墨和王
语辰虽然年纪小，但课堂组织互动
能力强，得到了在场的老党员志愿
者和学生们的好评。

在炼化社区“假日学校”的托管
班上，法治宣传员叶子楠、朱永淼和
邬老师共同宣讲民法典。朱永淼同
学讲道：“小王同学在参加学校组织
的足球比赛时，和对方球员发生规

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对方球员脚
踝骨折。那么，受伤的球员可以向小
王请求赔偿吗？”话音刚落，就有一
个男生举手要求回答这个问题，他
肯定地说：“受伤的球员不得向小王
请求赔偿。因为《民法典》确立了‘自
甘风险’规则……”大家为这名男孩
的正确回答报以热烈的掌声。原来
那名男孩是炼化小学六年级学生陈
浩宇，他告诉大家，“自甘风险”规则
是从学校的法治宣传窗看到的。

炼化小学早在2014年9月就被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授牌宁波市青

少年法治教育基地；2016年9月，又
被宁波市普法教育领导小组评为
2011-2015年宁波市法治宣传教育
示范单位。近十年来，学校锚定“培
养知法守法的小公民”这一目标，开
发法治校本课程，编写法治教育读
本，践行法治教育理念，为区域内学
校有序、有趣、有效地开展青少年法
治教育提供范例。

巡回宣讲活动还在继续，八月，
小小“法治宣传员”们将走进更多校
园、社区“假日学校”，与法“童”行，

“典”亮童心。

小小“法治宣传员”
走班暑期托管公益课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
者 俞素梅 通讯员 陈国汉）8月3日，
2022年中国中学生手球锦标赛暨全国
青少年手球传统学校锦标赛（U16/
U18）在浙江省建德市梅城落幕，宁波
海曙区石碶立星学校手球队在众多参
赛队伍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中学生手
球锦标赛（U16）一等奖和“体育道德风
尚奖”，其中杨昌宇、马志强两位同学因

突出的场上表现还获得了“体育道德风
尚奖运动员”荣誉称号。

此次比赛由中国中学生体育协
会、中国手球协会主办，7月 29 日开
幕。比赛按年龄分为U16组和U18组，
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中学生手球
运动员在梅城挥洒汗水，展开激烈角
逐。

立星学校手球队12名队员参加了

U16组（五人制）的比赛，6天时间共打
了7场比赛，队员们在教练们的带领
下勠力同心、挑战自我，以全国第3名
的好成绩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这
也是立星学校组建手球队参赛以来的
最好成绩——全国中学生手球锦标赛
（U16）一等奖。

“2017年刚在中学部组队的时间，
不仅家长茫然，连一些老师对手球运动

也并不了解。如今，经过5年的发展，孩
子们受益，家长们支持，手球已经是我
们学校主打的特色体育项目了。”校长
戴孟军说，“此次比赛能取得全国第三
的好成绩，和赛前准备及日常训练是分
不开的。同学们每一次实地训练就像比
赛时那样专注、认真，一支球队的凝聚
力、战斗力就是在一次次的训练和默契
配合中而厚积薄发。”

全国中学生
手球锦标赛

一等奖
海曙这所乡村学校威武

小学生穿汉服过七夕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 实习生 王艺璇 通讯
员 岑冲平 陈惠慧 徐刚）七夕节前
夕，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慈溪实验学校
201班和206班的孩子们，在两位班
主任的带领下提前过了一个七夕节。
孩子们一个个穿着古色古香的汉服，
讲故事、奏音乐、做美食、做手工，感
受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

活动当天，多项传统与现代结
合的游戏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游戏时间过后，孩子们聚在一起听
一波三折的《牛郎织女》故事，用笛
子吹奏曲子《乞巧》。除此之外，当晚
还有许多精彩的作品在孩子们的手
下诞生：十字绣、水粉画、针线活、泥
塑、书法……

“巧果糯糯甜甜的，吃了让我们
变得聪明又灵巧。”孙欣艺同学说。

制作巧果是“七夕”习俗的重要组
成部分，孩子们纷纷拿出模具，做出一
个个嵌有各式花纹的巧果互相分享。

天色渐渐暗下来，对月穿“七孔

针”的活动开始。这可是一项技术
活：孩子们定睛、手稳，屏住呼吸，以
最快的速度穿过七孔，寓意“得巧”。
接着，孩子们用天文望远镜观察牛
郎星和织女星。

活动接近尾声，孩子们将荷花

灯放入水中，一起许下美好心愿。
该校活动负责人陈惠慧老师说，

传统节日文化学习不仅能丰富教育内
容，还能增强孩子们的民族认同感，让
传统节日的文化释放出特有的魅力，
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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