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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丈亭镇是“中国杨梅
之乡”，位于丈亭镇西北部的梅溪
村有着“十里杨梅”的美誉，杨梅
种植面积超过8000亩，800多户
村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植杨梅。

教育如何服务这一特色支柱
产业？张心财和他的团队成员深
入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与当地
政府交流、与农业专家交流。他发
现，杨梅栽培种植看似简单，其实
是一门要求很高的技术活，从育
苗嫁接到土肥水管理、老树矮化、
疏花疏果、病虫害防治再到数字
化技术应用、果品深加工，样样都
很有学问。显然，想把日子过好，
传统种植不足以发家致富。

于是，丈亭镇成校联合当地
杨梅合作社，探索创新“校社合
作”等路径，开办全链式“生态高
效栽培技术”高素质农民培训
——共享共富高素质农民班，主
要是服务规模种植户、农业企业、
农民合作社等，培养了一批“有文
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
素质农民队伍，带动广大农民增
收致富。

今年 54岁的俞华标是培训
班第一期学员。“依托丈亭成校组
织实施的杨梅生态高效栽培高素

质农民培训，我们学到了新技术、
新理念，成为了一个个新农人。”
俞华标骄傲地说。

事实上，通过两年的学习，他
在2019年通过了浙江同济科技职
业学院“百万高素质农民学历提升
行动计划”高职扩招专业适应性测
试，成为该院“设施农业与装备”专
业学员。现在他以余姚市乡土专
家、余姚市梅溪杨梅专业合作社社
长、省级农民田间学校校长的身
份，反哺家乡，参与起草制定了“丈
亭杨梅栽培种植技术指导”工作方
案，首创余姚大棚杨梅栽培，加大
品种优化，把杨梅产业发展推到一
个崭新的高度。余姚市梅溪杨梅专
业合作社还被评为了省级高品质
绿色科技示范基地。

像这样从成校走出来的优秀
学员还有很多。如今，他们不仅将
学到的农业知识运用到生产中
去，达到丰产增收目标，还引领产
业升级发挥主力军作用，跑出“加
速度”。

“时光带走了我的青春年华，
却让我在岁月的流转中更为清晰
地明白教育的初心使命，我会继
续在平凡岗位上执着坚守，为成
教事业‘添砖加瓦’。”张心财说。

余姚市丈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张心财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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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是专家又要是杂家，

更要是实干家，这是余姚市丈

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校

长张心财给自己的角色定位。

张心财在乡镇成人教育

一线已经干了 15 年，在他的

带领下，这所成校如今已是宁

波市特色示范成校、浙江省首

批现代化学校，培育出一批国

家、省市培训品牌，为乡村振

兴助力、共谋区域成教事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了成教力量。

“找米下锅”
打开门来办教育

2008 年，张心财从余姚市
丈亭镇初级中学调到余姚市丈
亭镇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成
了一名普通的农村成人教育工
作者。

身份的转变，一度让他不适
应。进入成校后，面对的群体变
得更为复杂，有企业职工、农户，
也有老年、残障等弱势群体，不
同年龄，不同需求。

“成人学校办学的特殊性，
直接影响了成人学校校长在进
行学校管理时需要扮演的角
色。”张心财提到了成人教育的
关键所在——“找米下锅”，因为
没有固定的生源，也谈不上固定
的专业，成校只有扣准形势发展
的脉搏，打开门来办教育。

当时丈亭镇的工业经济处
于蓬勃发展期，大量制造业小微
企业出现，伴随产业快速发展，
一线技工人才紧缺成了棘手的
问题。

了解到当地企业需求后，张
心财带领成校转型，推出一系列
企业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大力探
索长班培训和短期培训共进、基
本素质培训与专业技能培训互
补等教育培训模式。

这一改革迅速得到市场认
可。以当时最热门的数控操作工
班为例，培训等级从初级工到高
级工实现全覆盖，技术能手、行
业专家、学者齐上阵。报名通道
一开通，学额一抢而空，一间教
室最多的时候容纳了上百位的
学员听课，为当地企业培养了一
批数控骨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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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

全球经济的主要形态。作为工业
经济强镇的丈亭，传统企业尤其
是传统的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已经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
道生存题。

这时，张心财带领成校以“金
点子”破难题，把教育培训办到企
业厂房内，主动对接企业智能制
造，以数字赋能和职工数字素养
提升为主要内容，创设数字化培
训应用场景，搭建小微企业数字
化精益制造转型服务平台。

“我们为企业量身打造精益
数字化经营管理系统，延伸搭设
数字化运营大讲堂、数字化精益
制造微实训课堂、数字化模拟应
用场景课堂以及云网融合、沙龙

会、交流会等平台，打造‘精益化
运营与数字化升级’企业数字化
转型应用技术培训体系，构建数
字化背景下的政、校、企一体化链
式全生命周期育人格局。”张心财
说。

其间，由政府、行业协会、龙
头标杆企业、培训机构、高校等业
内专家组成的师资团队，协助成
校深入区域内的浙江大风车教育
器材有限公司、嘉源嘉怡机器人
有限公司、宁波中宁电器有限公
司等开展中小微制造企业运营诊
断、需求调研、规划咨询、人才培
训、落地指导，为辖区小微企业培
育精益管理与智能制造类技术人
才，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实现转
型升级。

创设数字化培训应用场景

培养一批高素质梅农队伍

张心财（左一）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户交流。受访者供图

成校开办数控车工职业技能培训成校开办数控车工职业技能培训。。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宁海成立首个
跨地区名师工作室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
者 钟婷婷 通讯员 徐鸿鑫）为进一步
推动宁海县东西部教育协作工作的
深入开展，11月16日至18日，宁海县
教育局党委副书记胡林法带领由东
西部教育协作后方工作组、县名师工
作站团队、部分结对学校管理层等一
行15人组成的考察团赴四川凉山普
格县开展教育协作活动。

本次交流活动主要包括座谈交
流、学校考察、名师送教、论坛讲座
等，宁海县教育局还向普格县捐赠教
育发展资金30万元。

此次考察活动分成两组，一组前
往普格县中学、民族初级中学、螺髻
山初级中学、附城小学等学校考察，
与各校校长、教师深入交流，了解学
校情况与发展困难，对援普教师进行
慰问。另一组进行学前教育考察，共
走访了7所城乡中心幼儿园、村幼教
点，深入了解硬件设施、师资建设、学
前学普行动开展等情况。

此次交流活动中，宁海县名师团
队呈现了两堂优质课，分别是小学道
德与法治课和小学科学课。同时，宁
波市教育管理名家、宁海县名师工作
站站长戴余金，在普格县螺髻山初级
中学参加普格县校长论坛，并作了题
为《真问题 真情景 真实践——初中
教学质量提升的研究与实践》的专题
讲座。

宁海县跃龙中学与普格县螺髻山
初级中学、宁海县桃源中学与普格县
民族中学两对结对学校分别开展名
师讲座、管理论坛、校园调研、教育研
究、协作规划等交流。其中桃源中学
还在民族中学成立了首个跨地区的
宁海县名师工作室——“初中英语张
月琴名师工作室”。民族中学的多名
英语老师将与张月琴名师师徒结对，
在今后的教学中通过工作室平台共
享两校的教学资源，参加教研活动，
助推青年英语教师的成长。

据悉，2022年宁海县新选派5名
高中段教师前往普格县螺髻山初级
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支教；新接
收21名普格中职学生来宁就读；各结
对学校组织开展了8次送教活动和4
次爱心助学活动；2022 年共筹集了
90万元用于设备采购、奖教奖学、师
资培训及“课桌圆梦”行动；联系爱心
企业，为螺髻山初级中学的学子发放
爱心文具礼包3455份，价值60万元。

宁海县教育局向普格县捐赠教育发
展资金30万元。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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