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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深耕科技
孵化“新农人”团队

“别急，我们来了！”
7月 9日，黄金道接到“求助”电话——因忙于外地西

瓜产业，杨华家庭农场的杨梅暂时“无人问津”。
当天，黄金道就带着青农人农业科技服务队赶赴黄岩

区大木坑村，帮忙联系“大客户”。短短一天时间，安排好采
摘、装箱，光大果就卖出去 600多斤，接下来还将服务，确
保枝头剩余的果实也能尽数售出。

解了燃眉之急，杨华家庭农场的负责人连连道谢。
其实，除了积攒多年的商业资源，青农人农业科技服

务队的“王牌”是为人称道的科技实力。2018年，在台州开
放大学的牵头下，以“农技专家”黄金道为负责人的这支服
务队正式成立。

乡亲们很高兴。“黄老师，果树怎么预防虫害？”“我的
杨梅甜度不够怎么提升？”……每次服务队一来，大家都抢
着提问，毕竟，黄金道是远近闻名的种杨梅能手。

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精进自己的种植技术，2017年
秋，还特意到台州开放大学园艺专业进修。目前，他参与打
造的平田“万米罗幔杨梅长廊”，不仅是一道亮丽优美的风
景线，更是一条杨梅精品生产线、山区果农致富线，以科技
力量带动周边种植户上千人。

今年4月份，黄金道被评为台州首批“新农人”培育金
牌导师。6月 14日，台州开放大学邀请他为村民们做了题
为《东魁杨梅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的讲座。

在青农人农业科技服务队，还有一位“蜜桔大王”。6
月 28日，他刚刚获得“第二届浙江省级乡村工匠名师”荣
誉。

他是浙江开放大学 2023年秋季园艺专业学员张波，
就读于台州开放大学。为了进一步推进黄岩蜜橘健康发
展，张波成立台州黄岩老树王柑橘专业合作社，实现年销
量 600 余吨，产值 360 余万元，为村里的果农增加收入
20％。

同时，他积极开展“互联网+”销售新模式，带动村民共
产共销，争当新时代数字“新农人”。

这是一个个“新农人”孵化的故事，也是一部“新农人”
带动无数“新农人”成长的连续剧。“新农”力量正在广袤的
台州乡野星火燎原。

一直以来，台州开放大学致力于培育高素养劳动者队
伍，青农人农业科技服务队的成功实践，诠释了学校助力
乡村振兴的拳拳之心。

自 2007年以来，台州开放大学系统与台州市农业农
村局系统共同协作，联合培养农民大学生共2.5万余人，涉
及九个县（市、区），共开设八个涉农或纯农专业。

台州开放大学作为台州农民学院的教学管理中心和
台州乡村振兴学院主校区，积极相应号召，拓展培训职能，
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形式，依托各类宣讲活动开展全面培
训，助推农民素质提升行动，全方位培育新农民，为新产业
发展、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全面助力打造“三
新”农村共富台州模式。今年春季，全市又有近两千名农民
大学生和村干部跨入了台州开放大学校门，成为台州乡村
振兴的排头兵。

4月 28日，在台州开放大学 2024年“新农人”培育启
动仪式上，农民学院院长王辉宣读三大行动正式启动。自
此，“百千万”新农人培育行动、“一村一品 一月一节”乡村
农文旅产业融合行动、“五农”乡村共富实践行动，又将掀
开“新农人”培育新的篇章。

精准发力
护航“企业家”高飞

前几天，浙江优朗模塑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何兴喜还在
台州接待重要客户，7月 10日，他已经马不停蹄赶往上海
洽谈新的业务。他笑称，“产品科技含量高、质量好，订单根
本不用愁。”

作为台州开放大学工商管理大二的学生，何兴喜深知
知识更新与创新突破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他挤出
时间，利用业余时间来到了开放大学“充电”。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企业家队伍是最宝贵的人才资源
之一。“制造之都”台州素来对企业家“高看两眼 厚爱三
分”，台州开放大学也将热切的目光投向了他们。成人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板块内设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学等管
理专业和机械制造、计算机网络等专业课程，成为不少台
州企业家的“充电站”。

“课堂里学到的知识和理念，转换成了我们治理公司
的实际经验。”近几年来，何兴喜专攻新能源锂电池配套方
面，不断进行创新突破，“新质生产力”转化成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

传统的汽车锂电池电池框，在生产放置时容易划破电
池外膜。优朗模塑利用两年时间，研发出全国首创的电池
托盘双色注塑技术，解决了行业痛点。产品一经问世，广受
好评，广汽集团抛来了“橄榄枝”，与优朗模塑达成了几千
万的合作。

“1000万一台的设备我们买了俩，以后还要买。”为了
生产这个电池框，何兴喜舍得“大手笔”投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目前，浙江优朗模塑有限公司已
成为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企业、浙江省科技型
企业，凭借开发新能源电池各类托盘、电池模组塑件、各类
工装夹具及托盘、摩托车配件等模具制造及产品注塑加工
小有名气。

台州开放大学的“企业家”学生，不仅涉猎制造业，在
文旅、农业、艺术等各方面皆有造诣。“天空之城”文旅主创
人之一的黄瑜就是其一。

“作为土生土长的黄岩人，我们来自大山，大山在呼唤
我，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我和我先生在 4
年前决定回到家乡，为村民实现共同富裕尽到自己的绵薄
之力。”4月30日上午，在国开终身教育平台上，5万观众在
线观看了台州开大学员黄瑜关于打造“天空之城”文旅项
目初衷的深情演讲。

“天空之城”作为乡村旅游、新型农文旅产业融合体的
代表，它的共富路就是“千万工程”的缩影。现天空之城已
成为台州的新名片，2022年被授予浙江省避暑胜地、长三
角优秀露营企业。

在“三支队伍”建设之路上，除了学历提升外，台州开
放大学还不断强化“创业创新”，培育“用得上 下得去 留
得住”技能型应用型人才——

台州开放大学壮大企创联盟，入盟企业达 350家，开
展“访百业联千企活动”系列活动。围绕“先进制造”“地瓜
经济”“国学研学”“乡村文旅”“直播电商”开展“五大学生
创业模型”探索。

对接企业，开启“1+X”订单式培训。市五城十链职工
技能培训班，就是以新医药健康为主题的集中“充电”，助
力我市新医药健康产业的职工迈上新台阶。

台州开放大学，这座老百姓家门口的大学，正在通过
打出一套高密度“组合拳”，培育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
家队伍。

激活引擎
培育乡村共富带头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必须建设一支政治过
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

目前，台州市 3000多个村社的资源禀赋、基础条件、
特色优势各不相同，急切需要系统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
的带富、创富和治理能力。我市新时代“共富先行”头雁示
范培训班就在此背景下应势开办。市委组织部、市民政
局、市农业农村局、台州开放大学共同举办了此次培训
班。

“新时代农村共富建设需要怎样的带头人？”浙江省乡
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被誉为“省级农民”的顾益康结合
自身“三农”经历，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促共同富裕的创新
路径》为题做了首堂专题分享，获得了阵阵掌声。2022年
首次开班的场景，不少村干部仍然记忆犹新。

如今，这个有口皆碑的培训班持续开办。参加完新一
批培训，黄岩区澄江街道凤洋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黄卫杰连连感慨，“内容丰富、贴紧实际、注重实效，我要学
深悟透，进一步增强为民干事的信心，在今后的工作中做
好富民强村的领路人角色。”

翻开台州开放大学的学员名册，一批批高素质干部队
伍正在形成，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领路人”，他们不光将
村庄建设得“美富强”，还带着建村经验“走出”村庄，换个
身份再回“课堂”。

陈孝形就是其一。他现任赤城街道塔后村党总支书
记、村委会主任。近年来，在他的带领下，塔后村通过打造
开心农场、举办田园音乐节等活动扩大影响力，完成建设
生态停车场、建设党群服务中心等项目，使村庄面貌焕然
一新。该村先后被评为省AAA级景区村庄、省农家乐集聚
村、省休闲旅游示范村、“美丽宜居、浙江样版”双百村等，
塔后村党总支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如今，陈孝形重新回到这个令他感慨万千的培训课
堂，以讲师的身份分享《好乡村是可以运营出来的》。台下，
是一双双同样渴求知识和提升的眼眸。

一直以来，台州开放大学不断激活引擎，培育高素
质干部队伍。早在 2019年，全市 8所电大同期举行“千人
同班、九地同步、八校同期”千名村干部学历提升班开
班仪式，这是全市电大系统办学史上首次。千名村干部
共组一个班，分 9个县（市、区）大组，再细分成了近百个
小组。

“十多年来，我们逐 渐构建起‘以现代远程
教育理论为指导， 以农民大学生为
中心、以农村发 展 需 求 为 导
向’的人才培 养 模 式 ，为
台 州 农 业 增 效、农民增
收、农村繁荣 提 供 了 有
力 的 智 力 支 持 和 人 才
支撑。”农民学 院院长王辉
介 绍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招
收农民大学生近 2.6 万人，毕业
2.2万余人。

台州开放大学助力播 撒的“种子”生了根，发了
芽，在广袤的台州大地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千上万的基
层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投入到广阔田野中，带领群众辛勤耕
耘，一步一个脚印向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
裕富足的目标前进。

定位高远
引育“大国良师”

台州漫画作品首次进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实现“零”
的突破！

近日，台州开放大学专职教师侯路创造了这个被外界
感叹“太难了”的“神话”。他的作品《摘星》入选第 14届全
国美术作品展览综合画种展区，并被评为进京作品。据悉，
浙江省共6件作品入选，进京作品仅1件。

“伟大”来源于“微小”的积累。年龄46岁，画龄30多年
的侯路笔耕不辍，几乎没有一天停笔，油画、粉画、素描、漫
画皆是他的“拿手好戏”。目前，担任台州市漫画家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的他说，“画画是致力一生的梦想和事业。”

新时代的教师承担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时代
新人的重要使命，也是“三支队伍”建设的强大支撑。台州
开放大学积极引入像侯路这样的专家、大师人才加入教师
队伍，同时，给予他们更广阔的舞台，引育更多的“大国良
师”。

今年4月份，浙江开放大学侯路新视觉名师工作室立
项。短短三个月来，他通过“传帮带”带动校内青年教师成
长，还邀请了台州学院专家加入工作室，为台开大注入了
本科院校的专业科研力量。

“新晋”名师工作室更是喜报频传——侯路本人创作
的《青春梦》入选浙江省十五届美展、工作室成员孙诚巍指
导的学生获得省级奖项、工作室成员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学
院美术馆组织的十年回顾综合展……

然而，任职五年，学生们却并不知晓这位隐藏在身边
的“大师”。这源自侯路本人的低调。他在教学方面兢兢业
业，精进专业技能的同时以“亦师亦友”的教学模式播撒艺
术的种子：带学生去看画展、探讨艺术、给以专业的指点
……他诚恳地说，“无论我取得怎样的成就，在学生面前就
是一个朴素的老师，我将穷尽所学，毫无保留将艺术分享
给他们。”

“除了精通科学文化艺术专业知识的‘经师’，我们也
引育了许多擅长技术技能的‘业师’，全力打造‘师德高尚、
技艺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王
焕斌介绍。针对职业教育培养“高素养技术技能人才”的定
位、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使命，台州开放大学提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达到面向市场、促进就业，面向实
践、强化能力，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等教学目标。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邱卫明就是一名“授业”型
的教师。

10月1日，以台州开放大学教师邱卫明作为第一起草
人起草的国家标准《缝纫机械术语，第 1部分 通用术语》
（GB/T 30420.1-2024）将正式实施。

由邱卫明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自主研发的高端缝制
设备自动感应高速直驱平缝机近日也颇受关注。这款和杰
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产品，具有多项行业首
创技术，实现核心技术指标噪音降低 30%、缝制效率提升
20%、车缝疲劳度降低50%。

邱卫明“手把手”进行教学，为学生提供了一把把打开
“新质生产力”的钥匙。

十年来，台州开放大学教师队伍实现了量质齐升，各
级各类教师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超过 50%。这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
伍，成为了支撑台州教育体系的“大国良师”，也为“三支
队伍”注入蓬勃的生命力。

“‘椒惠工坊’又招生了，这回‘拼手速’我一定要报上名！”7月8日，台州开放大学的新课程还没上线，家住椒江区颐和嘉苑的小梦就“蓄势待发”了。

“这个课程时尚实用，还免费！”她兴致勃勃地说，随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传承非遗、颐养身心的制香师似乎“火”了，她想借这个惠民培训精进自己的手艺，从而实现创业梦想。

今年，台州开放大学与椒江区、路桥区总工会等单位合作，举办“青蓝夜校”、“椒惠工坊”和“路助工坊”三个惠民项目，将陆续推出短视频剪辑、伴学师、小儿推拿、制香师、置景师等几十个实用技能课程，拟培训1000人

次。

2024年，浙江省召开“新春第一会”，提出要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即高素质干部队伍、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家队伍、高素养劳动者队伍建设，以“大人才观”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大军。

台州开放大学积极响应号召，将办学的触角和服务延伸到政府部门中心工作上，通过各类教育培训班“充电”，在乡村、社区织密一张终身教育网络，探索出一条高质量培育“三支队伍”的新路径。

“我们希望以高校担当，谋篇布局‘三支队伍’建设，赋能地方经济社会，让小微经济的活水流淌地更欢、创业创新的脚步更踏实、乡村和城际发展的活力更强。”校党委书记王焕斌说。

建强建强““三支队伍三支队伍””赋能城市发展赋能城市发展

———台州开放大学以高校担当谋篇布局—台州开放大学以高校担当谋篇布局““三支队伍三支队伍””建设纪实建设纪实

台传媒记者 何赛/文 台州开放大学供图

>>>>>>台州开放大学校门口台州开放大学校门口

>>>>>>台州开放大学教师侯路在现场教学台州开放大学教师侯路在现场教学>>>>>>新时代村社头雁示范培训班开班新时代村社头雁示范培训班开班>>>>>>台州开放大学首场台州开放大学首场““全民全民AIAI素养提升讲坛素养提升讲坛””举行举行>>>>>>五农服务队授旗五农服务队授旗

社址：台州市市府大道358号 邮编：318000 电话：办公室 88516003 广告：88516011 订户服务热线 88516333 印刷 本报印务公司 定价：每份1.5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台广证002号 本报法律顾问：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显根、李钟年、蔡辉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