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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周刊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
者 李臻 通讯员 张国庆 管佳
瑶 周文卉）近日，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团委浙研社暑期社会实
践团队在甬城大地开展调研活
动。大学生们深入奉化区滕头村、
海曙区81890服务中心、镇海口
海防历史纪念馆等13地，通过实
地走访、现场采访、文献查询相结
合的方式，调研宁波4村9地的二
十年发展变化。

在海曙区81890求助服务中
心，浙研社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
服务大厅和接线部，聆听工作人员
讲述81890服务中心的运行情况。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让‘民
之所盼’成为‘政之所向’的理念，
努力打响‘有困难，找81890’这一
城市服务名片。”据陈科长介绍，近
两年，81890 以数字化改革为契
机，打造多跨协同应用场景，实现
居民和企业求助一号接入、一站高
效解决，深受群众好评。

在奉化区滕头村，实践团队成
员们走过北瓜长廊，穿过将军林，
在清风广场前驻足。滕头村展厅里
清晰记录着20年来的村容村貌变
化以及产业收益，热心村民王师傅
向同学们介绍，“滕头村走在乡村
振兴前列，滕头村的村民们是真正
受益者，过上了好日子。”

享有“江南第一古县城”之誉
的慈城，不断提升古县城功能品
质、特色景观、生态环境，同学们
亲身感受到了慈城洋溢着的历
史文化味、散发着的烟火气和无
处不在的生态美，千年古城在新
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热心村民陈阿姨介绍：“慈城现
在变得越来越美，有特色民宿、
古建筑实践基地、时尚演出等，
来旅游的客人也越来越多，希望
大家有机会都来我们慈城看
看。”

下一阶段，该暑期社会实践团
队将结合宁波乡村的走访调研情
况，梳理其发展变革，形成书面报
告。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
者 王冬晓 通讯员 奕桑桑）“第一
次看到这种表演形式，童男童女站
在成人肩膀上，随着音乐走位，那
么稳，真是太神奇了！”近日，在北
仑梅中村成人学校，来自宁波幼儿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宁
师”）的大学生们观看了非遗“外岙
造趺”表演后赞叹不已。

为进一步激励大学生投身社
会实践、助力乡村振兴，宁波市教
育局启动了第二届“甬镇兴”大学

生乡村振兴创新实践大赛。宁师的
“非遗薪火，老小相承”实践队正是
参赛队之一。结合所学专业，他们
将调研课题定为“关注一老一小”。
在对各村的基本情况了解后，他们
选择梅中村“外岙造趺”这个同时
有老人、小孩参与表演的市级非遗
项目作为调研对象。

“外岙造趺”主要流传于北仑
梅山梅中村外岙一带，距今已有
180多年的历史。造趺表演时由童
男童女站立于成人肩膀上，常见于

各类庙会及重大祭祀活动中，是当
地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表演
形式。

到达梅中村以后，宁师学子首
先来到了“外岙造趺”传承基地，近
距离感知文化内涵、历史发展和传
承谱系。在陈列馆里，第六代传承
人俞世华向学子们讲述了自己与

“外岙造趺”的缘分：小时候是站在
上方化妆表演的“天盘”，成年后成
为了下方出力托举的“地盘”，后来
因体力问题退居幕后，又参与演出
策划和剧本撰写。在俞世华的讲述
中，宁师学子深切感悟了非遗传承
人的坚持和热爱。

随后，宁师学子现场观看了
“外岙造趺”的表演，还穿上戏服
亲身体验。调研过程中，宁师学子
还对非遗文化“外岙造趺”的传承
现状、存在问题和潜在资源进行
了探访，发现“外岙造趺”表演形
式独特，但存在传播力不够广、青
壮年参与率低、队伍逐渐老化等
问题。

返校以后，调研团队针对上述
问题撰写改进策划书，发挥学前教
育专业优势，在幼儿园、社区、家长
中进一步推广“非遗薪火、老小传
承”新模式，为非遗文化注入青春
力量。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通讯
员 张乐 王欢 史策 记者 王冬
晓）“新疆地区的盐碱地是弥足珍
贵的资源，这里的水质非常适合高
值化的青蟹等海鲜养殖。”这个暑
假，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特聘院长王
春琳、党委书记邵丽带领党政班子
成员和党员青年骨干教师一行8
人，深入新疆开展主题教育调研，
实地考察当地盐碱地水产养殖情
况，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十四
团签订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宁
波大学海洋学院研究生实践基地，
积极参与到科技援疆、产业援疆行
动中。

一行人深入兵团阿拉尔市第
一师十一团、十四团、十六团进行
实地考察，来到新疆苏盐水产养殖
农业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十四团天
鹅湖等地，了解罗非鱼、南美白对
虾的养殖情况。他们调研发现：这
些地区对如何利用盐碱地高度重
视，并进行了多年的盐碱渔业技术
及模式发展探索，但养殖效益不
高，甚至多年亏损，究其原因主要
是缺少相应的高值化海水品种及
其相应的养殖技术及模式。

怎么破题？宁波大学科研团队
结合自身产学研经验，当即提出引
进海水青蟹等十多种海水名优海
鲜的建议。至于环境是否适宜的
问题，宁大科研团队现场对水样
进行检测，结合养殖企业提供的
水质检测详细报告，当即给出了

定心丸——从化学组成来看，以
天鹅湖为例，盐度在 10‰左右，
pH在8.4左右，钾钙镁含量丰富，
非常适合青蟹、南美白对虾以及
一些海鱼的生长。

鉴于海鲜养殖的高效益，当地
企业当即表示要和宁波大学科研
团队签订养殖合作协议。宁大团队
逐一对走访企业传授经验，把多年
积累的盐碱水青蟹、南美白对虾等
养殖技术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
给对方。多个建设兵团表示要尽快
引进宁大盐碱地青蟹等海水品种
的养殖技术，并对提出的一些问题
即刻进行了整改。

随后，宁波大学海洋学院党委
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十四团

签订党建联建协议和技术合作框
架协议，并在十四团建立了宁波大
学海洋学院研究生实践基地。海洋
学院党委还与塔什店镇党委签订
党建联建协议和战略合作协议，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全面保障各
项援疆工作落地见效。

据悉，宁波大学海洋学院从
2018 年开始尝试在盐碱地上养
殖青蟹，先后在河南、山东、内蒙
古、宁夏等地建成养殖试验基
地，在盐碱地上成功试养了南美
白对虾、美国红鱼、大黄鱼等近十
种海鲜。今年上半年，通过与陕西
榆林科技局党建联建，在榆林五
个县区推开了更大规模的青蟹养
殖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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