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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
者 樊莹）近日，2022宁波市国际学生
汉语口语大赛的初赛选拔结束，22位
选手脱颖而出，将参加11月4日在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举行的线下决赛。

“不看国籍盲听，想都想不到，我
们国际学生的汉语表达能力这么强
……”评委们对这次报名参加比赛的
大中小选手给出了很高评价。

为贯彻落实部市《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备忘录》精
神，丰富在甬国际学生校园文化生活，
加深国际学生对汉语语言、中国国情
和中国文化的认识，打造展示汉语水
平、交流学习经验和检验学习成果舞
台，提升我市教育对外开放水平，2022
宁波市国际学生汉语口语大赛于9月
底正式启动。

这次比赛由宁波市教育局主办，
宁波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宁波市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浙江宁波乔治亚外籍人员子女学校、
现代金报等单位联合承办。

参赛对象是目前在甬中小学、高
校就读的国际学生（含交换生，不含华
裔和港澳台地区学生），年龄最小的刚
上小学，年纪最大的正在读研究生。

根据活动流程，比赛分为初赛、决
赛两个环节。其中，初赛环节为3分钟
命题演讲，主题为“我和亚运会的故
事”或“我在宁波挺好的”，讲述在宁波
生活学习的所见所闻所感，展现宁波
的人文环境、城市特色及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等。

决赛环节为自选项目和知识问答
两个内容。自选项目为3分钟汉语才
艺展示，展现选手的汉语水平、中华文
艺特长。知识问答为回答评委现场提
出的关于汉语学习、中华文化等方面
的问题。

10月31日起，我们集中展示这些
成功晋级决赛的选手风采，甬上APP
教育版同步启动“网络人气奖”投票通
道。

评选方式：进入甬上 APP（教育
版），在首页轮播图找到“2022宁波市
国际学生汉语口语大赛决赛”活动通
道，即可进入投票平台。

每个账号每天可投 6票，每次最
少选择1个选手，最多选择6位选手。
我们将根据人气指数，评选出三位“网
络人气王”，决赛时正式公布。

投票活动持续3天，10月31日上
午 8点半开始，11月 2日下午 5点结
束。快来为你心目中的最佳选手送上
宝贵一票吧！

10月30日，首届宁波姜山谷飨丰
收节在“明州田语”生态园举办。稻田
里，前来共庆丰收节之喜的市民朋友
体验了割稻、打稻、晒稻等多种多样的
农事活动，热闹非凡。此外，现场还布
置了编草鞋、老虎头鞋、糖画等展台，
开展姜山当地的优质农产品展示展销
活动，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

姜山镇成人学校是此次活动的协
办方之一。为了提高活动人气，校长毛
如兄出谋划策，牵线搭桥，动了不少脑
筋。他认为，丰收节不仅是庆祝农业丰
收，也是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等方
式实现群众精神和物质双丰收，起到
凝聚传统文化、促进城乡融合的作用。
毛如兄的愿望很朴实，他说：“希望通
过丰收节这个平台，让‘明州田语’生
态园起到引领作用，让更多市民看到

姜山的农产品特色。”
谈到毛如兄，“明州田语”生态园

负责人刘飞波充满了感激之情。“毛校
长很热心，这些年，他帮我们对接了很
多教育资源，策划研学活动，让我们知
道了做农业的好处，尝到了做农民的
甜头。”刘飞波说。

如何提升成校服务能力，助力姜山
乡村振兴，一直是毛如兄心心念念的事
情。在他的亲力亲为下，创建了“明州田
语”终身教育体验基地，构建了“1+6+
N”姜山镇老年教育发展模式，确定了社
区教育助力文化礼堂的“姜山讲（姜）
堂”服务项目等。2019年姜山镇老年大
学被授予市首批示范老年大学，2020
年，姜山镇被评为浙江省新农村文化礼
堂建设示范乡镇，2021年姜山成校被
授予市首批职业技能培训基地等。

乡村环境变美了，工人收入提高了，老人脸上的笑容多了……在宁波终身教育助推共同富裕先行
市建设的过程中，群众生活中的细节生动展现了这些可以触摸的变化。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根植于基层，直接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教育服务功能的成人
学校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的实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自今日起，本报推出共富路上的“引路人”系列报道，走进各区、县（市）具有代表性的成人学校，倾听
校长们讲述的“教育共富”故事，记录下人民群众“幸福笑脸”背后的民生答卷。

鄞州区姜山成校校长毛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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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塘是姜山镇声名远扬的一座
古村，这里出过76位进士，被誉为“中
国进士第一村”。

近年来，姜山镇大力打造走马塘
品牌名片，以艺术赋能乡村振兴工作
为抓手，深度挖掘走马塘村的“进士文
化”“稻文化”。毛如兄在一次走访中发
现，走马塘村的一些村民还保留着糯
米烧酒的传统酿制方法，酒香悠长，入
喉甘甜，但村民没有包装意识，只用普
通塑料瓶分装，靠村民口口相传介绍
生意，价格也十分便宜。“这么好的酒
没人买，多可惜啊！”为此，毛如兄主动
联系走马塘村，提出为走马塘村古酿
糯米烧酒进行包装设计提升的想法。

“我们成校的吴磊老师懂产品设
计，经过多次商讨，最后用高温瓷土烧
窑的复古酒瓶来提升整体形象和档
次，酒瓶logo设计融合了荷花、马头墙
等走马塘特色元素。我又联系了宁波
经贸学校，他们出资了一部分成本费，
大家一起做这个事。上周，330份礼品

包装已经送到村里了！”毛如兄笑着
说。

10月31日，毛如兄又带着吴磊来
到走马塘村的小梅糕点制作工坊，准
备为小梅糕点进行包装设计升级。“小
梅糕点的老板陈阿姨很有想法、很有
干劲，我们已经联系了两所职高院校，
一起来为小梅糕点做电商直播、庭院
设计，今天正在和村里商量去余姚梁
弄考察，希望先通过提高小梅糕点的
品牌影响力，再带动村民一起参与进
来。能带动多少经济，我现在也不好
说，但我们要发挥终身教育在乡村振
兴中的作用。”毛如兄如是说。

姜山镇艺术振兴乡村工作专班工
作人员表示：“很感谢姜山成校牵线搭
桥，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众人拾柴才能
火焰高，我们不怕事情小，就怕小事没
人做。”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上，毛如兄
是那个勇于尝试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人，
在当地村民眼中，他是带着村民走向共
同富裕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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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稻田”经济，唱响成校好声音

扎根美丽乡村，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谁是网络人气王
由你来定
宁波国际学生
汉语口语大赛决赛
开始投票

毛如兄（左一）在姜山镇走马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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