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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贺贤敏1994年开始担任普教老

师，十多年的校长经历让他始终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秉持“学习让生活更
美好”的教育理念并努力践行。2018
年底，贺贤敏转向“终身教育”的新赛
道。“跨界”的他直面挑战，实现了从

“应试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的转
变。

贺贤敏认为，不管是作为普教校
长还是成教校长，对学生的心都是不
变的。“成人学校最大的特点是‘没有
围墙’，也就是说，它是一所开放、融
通的学校。这些年来，我们学校的技
能培训课程一年比一年丰富，满足学
员的不同需求。”贺贤敏表示，像“直
播带货”“自媒体运营”这些新兴工
种，他都会及时地开班，并请专业老
师授课，让学员能在这所学校学到与
时俱进的知识。

在贺贤敏的带领下，学校进一步
形成了“融通性、应用性、开放性”的
成校办学理念，在产教融合方面进行
了教学范式的革新。为缓解成人学员
的工学矛盾，学校以“大平台+”发展
战略引领产教融合项目提质增效，并
将建筑专业作为试点。

“我们学校牵手县建筑业管理局
和163家建筑企业，开设面向大建筑
产业、服务本土基础型建筑人才的定
向培养班，创新落实‘政校企合作、课
岗证融通、产学研一体’的合作育人
模式，探索实施了‘工学一体化+新型
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打通了从初
级建筑工人到高端建筑工匠的成长通
道，助推园区、校、社‘三区融合’。”贺
贤敏表示，目前已累计向社会输送
5000余名现代建筑工匠，单一专业培
养规模位居全国基层成校前列。

象山县丹东街道成人学校贺贤敏

创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

“我希望学员能够享受一流的成人教育，

铺就‘终身发展的快车道’。”近日，在象山县

丹东街道成人学校，校长贺贤敏信心满满地

对记者说道。

这种自信来自于他这些年在成教领域取得的亮眼成绩：他成功完成

原宁波广播电视大学象山分校、象山县社区学院和象山县丹东街道成人

学校的“三校合一”工作，实行“一套班子三块牌子”的管理模式；学校先

后开设了40余个专业，集学历教育、社会培训、老年教育为一体；近五年

来社会培训达6.5万人次，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应用型人才……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在共同富裕战略框架下，成校
职能不断延伸，成为服务乡村振兴、
服务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我要办农
民喜欢的乡村成人教育。”贺贤敏深
知自己的肩上承担着服务地方产业
经济发展的重要责任，主动发挥学校
三块牌子的优势，推进乡风文明共
促、文化成果共享，切实推动了乡村
成人教育的现代化。

象山县以农业经济为主，因此贺
贤敏十分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
工作。近年来，他通过送文化、送技
能、送专家的形式，开启“文化礼堂+”
模式，为学生提供菜单式服务。

贺贤敏希望，未来能有千千万万
个农民能把在学校中学到的技能运
用到实际生产工作中，为农业农村经
济的发展作出贡献。学校也会助力构

建城乡居民形成“时时能学、处处可
学、人人皆学”的学习型社会，助力乡
村振兴贡献应有的力量。

此外，学校还将宁波开放大学
的教育资源作为开展新型农民培
训、社区教育、老年大学工作的突破
口，将全县乡村旅游资源、学校教育
资源、社区公共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
整合融通逐步向社会开放，使乡村、
企业、学校、文化体育场地等成为全
民教育的活动场地和载体。在 2021
年度宁波市终身教育“双高”建设工
程项目评估中，学校三个项目通过

“双高”验收。
“未来，学校将继续不断改善办

学条件，加强队伍建设，创新教学方
法，助力学校‘双高’建设再上新台
阶。”贺贤敏说。

聚焦乡村振兴 办农民喜欢的乡村成人教育

从“普校”转向“成校”他直面“跨界”挑战

B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金盈盈）为
探索民族地区教育数字化应用模
式与运用机制，解决民族地区教师
教育数字化应用的瓶颈，教育部民
族教育发展中心和宁波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宁波教育学院）共
同举办的教育数字化应用教研工
作坊培训线上开班仪式11月8日
举行。

教育数字化是减少教育不均
衡、增强教育资源空间流动、增强
民族地区师生自主性的重要手段
和措施。该教研工作坊从全国各地
选派8位专家作为坊主，通过通识
课程、特色课程、全国师生信息素
养提升实践活动（教师部分）提升
民族地区教师信息化教学素养与
应用能力，培养一批民族地区教育
数字化应用的骨干教师。来自全国
各地民族地区的学员老师400余
人参训，其培训历时十个月，计划
于2022年 10月至 2023年 8月完
成。培训总48学时。采用分层分段
进行，实施精准培训。

值得一提的是，8位坊主还将
通过一系列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
的研究与实践，尝试破解困扰民族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为教
育脱贫攻坚及助力乡村振兴做出
贡献。

据了解，承办本次培训的宁波
幼师高专（宁波教育学院），是培养
全日制大专生、培训宁波市中小学
（幼儿园）在职教师、教育行政干部
为主要任务的公办高等师范院校。

“十三五”期间，该校培训学员近
10万人次，高质量完成新疆库车、
四川省凉山州、吉林省延边州等地
教育扶贫工作，惠及当地教师300
余万人次。2019年12月，教育部民
族教育发展中心长三角地区民族
教育协作重点研究基地设在该校，
并将该基地建设成为长三角地区
辐射全国的开展民族教育培训、协
作、研究的重要场所。

此次开班仪式采取“线上与线
下、现场与远程”相结合的方式，设
置了北京、宁波两个主会场，面向
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等民
族地区培训学员全程直播。

开班仪式现场。 通讯员供图

贺贤敏在柑橘种植地。 受访者供图

这个培训班
探索民族地区教育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