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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电大推进开放办学实现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综述—台州电大推进开放办学实现终身教育高质量发展综述

开放天地宽开放天地宽 创造新未来创造新未来

【核心阅读】

四十二年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四十二年风雨沧桑、源远流长。
从1979年元月建校以来，台州电大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为台州高等教育成长“史诗”贡献了成功

而生动的案例。
——作为首批全国地市级示范性电大、全国优秀成人继续教育院校。连续多年荣获市委市政府工

作目标责任制考核优秀单位。
——成为国家开放大学“教育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优秀教学单位，2021年全省老年教育优质

（示范）学校。

——获得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开放大学首届全国老年教育教学成果展（第一批）模特类三
等奖。

——连续四年荣获全省地市级电大综合业务考核第1名，目前在校生15000余人（全日制近5000
人）。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台州电大更是迎来了前进路程中的新里程碑——力争全省首家获批地市级
开放大学。

“开放天地宽，创造新未来。”台州电大党委书记王焕斌表示，华丽转身之后，台州电大，将全力建设
全国一流地市级开放大学，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和技能型社会建设，助力台州社会主义现代化先
行市和共同富裕先行市建设。

在台州，电大是这样一所特殊而又
充满魅力的大学——

她的学生中有田间奔走的新型农
民，有心怀梦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
员，有追求美好晚年生活的退休者；

她没有“围墙”，很低的入学门槛，
不受年龄限制，校园无限宽广，哪里有
需要就开在哪里；

她自带科技基因，跟随国家发展和
时代脉搏一起跳动，通过广播电视、互
联网、手机就能完成大部分学业；

她与改革开放同步，与共同富裕同
频，见证着我市终身教育事业踏实走过
的每一步。

……
家住椒江区白云社区的退休老师

李阿姨，就是这所大学的忠实学生。
“香案袅袅，台州插花艺术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苏群老师插花、
郑中福老师抚琴、高级茶艺师黄润泽泡
茶、更有一旁来自箫社箫友琴箫合奏诗
画中，真正诠释了：广袖流云，琴曲指尖
凝，清水芙蕖脱尘嚣……”11月 15日，
参加完电大的社团活动后，李阿姨兴奋
地发了朋友圈。

“让教育资源‘流动’起来，让电大
真正转型升级为兼顾学历教育、职业教
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的新型高等学
校。”王焕斌说，群众的反馈是对我们最
直接的打分。

近年来，台州电大坚持办“市民家
门口大学”的理念，针对不同群体需求
创新办学模式，助力人民实现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目前，台州电大的开放式文化已达

到高质化水平，社会学生包括市民都可
享受与全日制学生同等的文化资源。

“在不断拓宽社团活动的广度与深
度同时，社团品牌逐渐打响，现已成为
省电大系统为数不多的校园文化品牌
之一。”党委副书记、校长章正杰介绍，
市民和学生都可通过系统报名“抢课”
来参与活动，不少社团还常常出现一席
难求的火爆场景。

校园外的广阔天地，同样流淌着教
育的种子。台州电大推出“五色”灵活
教育模式，服务终身学习新型市民培
养。

“红色”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
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蓝色”教育——深化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引企入校、协同育人，为“美丽
台州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绿色”教育—— 培养乡村共富领
军人才、头雁领富人才，成为农民大学
生开放办学的“台州特色”，打造台州
育才聚智金名片。

“银色”教育——开设体育、器乐、
生活等七大类共 27门老年人喜闻乐见
的菜单式课程。“台州社区大学堂”实践
获长三角地区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特色
地方品牌项目。

“金色”教育——举办的“步步高”
青少年素养提升夏令营，被评为省开大
非学历教育培训品牌，已做成市区第一
品牌。

开放办学，赋予了台州电大“有温
度的大学”“受人尊敬的大学”的深层
底色。

11月 17日，台州广播电视大学人
头攒动，奔着同一份心情，同一份热
忱，大家合影留下值得纪念的一刻。

当天，台州广播电视大学企创联
盟揭牌成立，为台州推动产教融合发
展路程中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笔一挥，擘画的蓝图清晰可见：
依托企创联盟，台州电大将联合本土
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探索“瞄
准产业、对接行业、牵手企业、成就学
业、创新创业、促进就业”六业并举的
电大实践模式。

目前，首批联盟成员单位近 100
家，计划在未来五年发展到1000家。

“在每个行业联合一系列相关的
同类企业，这样集聚起来之后，能够真
正起到一个平台的集聚效应和放大效
应，能够既服务本地的企业发展，又促
进我们学校的发展，双方共赢。”王焕
斌的发言获得了台下阵阵掌声。

开放办学，是思想、资源、平台、理
念的开放。而开放的深意更在于破除
制度的藩篱，实现校际、校所、校地、校
企、校地之间深度合作、强强联合。

2016年 8月，经过多次走访宣传、
反复商讨，台州电大和市总工会携手，
开展职工学历提升行动试点计划，助
力农民工和职工求学圆梦，学历与能
力双提升。

春风吹来，泛起涟漪一片。新的办
学模式，得到了市区工会、企业和学员
的一致欢迎，首期指标70人，一周不到
完成报名和初审。

“电大给了我们再提升再成长的
空间！”回想起电大的学习时光，大家
都感慨万千。

时至今日，一大批学员已成为单
位的骨干分子：2016秋工会班学员蔡

联合联合：：深度合作打响电大特色品牌深度合作打响电大特色品牌 惠及百姓的大学；一所提供多样性、个
性化学习的大学；一所引领现代学习新
模式的大学；一所服务台州人民终身学
习的大学；一所特色鲜明、省内一流、台
州人民满意的新型大学。

在“十四五”期间，台州电大寄希望
于高质量发展十大项目，设身处地为更
多学生打造开放大学办学大体系、大平
台。

王焕斌表示，接下来，学校将按照
“三全育人”要求，坚持“以学生为关注
焦点”的服务理念，深入推进数字化改
革，建设“系统化、立体式”学生服务管
理体系，创新地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着力打造具有台州辨识度的学习支
持服务。

继续强化有温度的大学、市民家门
口大学、田间地头大学、产业园区职工
大学、掌上大学五个大学工程建设，

对应五色教育主要学员群体需求
特点，拓展红色资源基地、民营企业教
学实训基地、乡村振兴教育实践基地、
老人社区教育服务基地、青少年教育发
展基地。把办学网络延伸至社区基层、
田间地头、产业末梢，为五色教育提供
体系支撑。到 2025年，着力拓展各类基
地200个。

开展师德师风大讲堂、学工大论
坛、名师大讲坛、组织能力提升大讲堂、
学院大讲堂等五大名师论坛。

重点打造邱卫明技能大师工作室、
陈敏菊小微金融工作室、蔡静家庭教育
指导教学名师工作室、俞建华大数据电
商工作室、侯路新视觉工作室。

到 2025 年，完成 50 名名师培育工
作。建设 50个面向不同学生群体，富有
特色的精品学生社团。

……
源头活水，方能成就大河奔流。开

放发展，才会催开百花盛放。台州电大
以大格局、大视野，奔向更远大的未来。

>>>台州电大企创联盟成立大会

>>>台州电大师生学党史

>>> 台州市民营企业党组织书记擂台赛在电大召开

本报记者 何赛 文 台州电大供图

展望展望：：组建开放大学办学大体系组建开放大学办学大体系、、大平台大平台

“我们想上邱老师的课！”不少“蓝
领”工人来到电大，指名要上邱卫明的
课。

邱卫明毕业于台州电大，从当年一
家缝纫机制造公司的装配工，一路奋斗
成长为如今的大学老师。虽然是位 80
后，却拥有 9项国家发明专利，100多项
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我想反哺母校，也希望带动更多
的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好的生活，共
同实现共同富裕。”回到母校任教后，他
用自己的“传奇人生”带领学生走向人
生的舞台。

在台州电大的积极推动下，邱卫明
技能大师工作室从无到有，并先后获得
台州市技能大师工作室、浙江省邱卫明
名师工作室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随着“台州制造”的转型升
级，以及我市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不
断增大，台州对技能型人才“高看一眼，
厚爱三分”的诸多政策纷纷出台。台州
电大以前瞻性的视角，积极培养“匠
才”，为台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
人才支撑。

“台州城市发展迅速，对于城市轨
道方面的专业人才需求很大。再放眼全
国，这种专项专业的就业都比较‘吃
香’。”王新杰是台州电大高职学院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二班的学生。

对于选择这个今年新开的特向专

业，王新杰认为自己是瞅准了当下的就
业热点。而已经“显山露水”的台州市域
铁路S1线，也让他和同学们跃跃欲试。

开放办学，犹如引来源头活水，不
仅让教育突破了校门的限制，也不断打
破学与用的壁垒，形成了一个辐射范围
更大、联结更紧密的教育资源网络，为
台州振兴发展持续赋能。

“我们面向行业企业，推出“1+X”的
订单式培养模式，服务应用型技能人才
培养。”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葛昌跃介绍。

“我们也在积极打造‘产业园区职
工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姚振芳表
示，近年里，台州电大主动对接本土产
业，“走百业、访千企”，与南洋科技、杰
克股份、水晶光电等上市公司和本土企
业深度融合，开设订单班，入企办学。在
学历教育基础上开设实用性高、针对性
强的定制化课程，让学员“拿一张文凭、
学一项技能”。

而面向农村，台州电大则推出新型
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服务乡村振兴涉农
人才培养，积极开展“百场宣讲进乡村
礼堂、千名村干部学历提升、万名农民
大学生助推乡村振兴”行动，做好“千名
农民大学生、千名头雁培训班、千名村
干部提升班、千名现场教学培训”工作。

跟随着台州电大的教育“活水”奔
腾之路，城市和农村共同奔向共同富裕
的大道。

“我感受到了校园的魅力与温暖，
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能展示才
艺，交到朋友，拓宽视野。”台州市蔚来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2021级法学
本科专业吴春宝同学这样说。

自2016年以来，他在台州电大开放
教育学院连续获得专科、本科文凭，在
读的法学本科是他攻读的第三个文凭。

学校就是学生的家的家，，让学生留恋的让学生留恋的
一定是一定是““家家””的氛围的氛围。。乐学乐学、、乐思乐思、、乐行乐行，，
创业创业、、创新创新、、创造创造，，台州电大为学生们营台州电大为学生们营
造了一个温馨的造了一个温馨的““大大””家家。。

站在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站在继往开来的时间节点，，台州电台州电
大更是为学生们描绘了升级为开放大大更是为学生们描绘了升级为开放大
学后的发展愿景学后的发展愿景：：办成一办成一所扎根台州、

道正，从读书时的一名普通单位干事提
升到台州坚实基础有限公司总经理，
2020年春季，又继续报读了开放大学第
二本科；学员马帅 2019年 11月当选为
椒江区党代表，目前担任海螺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是单位的业务骨
干……

相对来说，台州处于处于高等教育“洼
地”。近年来，台州电大与电大与西安交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天津大天津大学等十一所
著名高校联办 80多个专业多个专业的网络远程
教育，还与华东政法大法大学、浙江师范大
学、湖北工业大学、、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等国内知名高校联办硕士联办硕士研究生教育，
许多专业的开设填补了台州高等教育
专业上的空白。

“在家门口就能读研究生就能读研究生，，很便利很便利，，
省去来回出远门的麻烦省去来回出远门的麻烦。。””市民张岚是市民张岚是
个个““上班族上班族””，，在别人在别人““被疫情偷走的那被疫情偷走的那
两年两年””里里，，她通过台州电大报考了华东她通过台州电大报考了华东
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政法大学的在职研究生，，获得了工作上获得了工作上
的提升的提升。。

目前目前，，市校本级在校生市校本级在校生1500015000余人余人，，
累计开设理累计开设理、、工工、、文文、、经经、、法法、、管等管等1010大学大学
科科 7070多个本专科专业多个本专科专业。。办学至今办学至今，，全市全市
电大系统已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电大系统已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88万万
余人余人，，非学历培训非学历培训6060多万人次多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