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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品方 见习记
者 翁杰 通讯员 庄其异） 最近，舟
山市 255 名党员领导干部陆续分赴
渔农村，履行为期一年的村“第一书
记”职务。他们将打通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帮助村里强化
组织建设，推进基层改革创新，助推
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服务群众，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这些熟悉渔农村工作的“第一
书记”来自市、县（区）四套班子领导
和市、县（区）直属机关的正职以上
领导干部，分别被安排到本人的籍

贯地、出生地、成长地或曾经工作过
的村任职。按照计划，在一年时间
里，他们将每月驻村工作两天以上，
全年不少于24天。

回“老家”任职，压力实在不
小。今年 4 月底开始这项工作试点
的嵊泗县，副县长何国忠几个月里
已有 8 次到任职的黄龙乡峙岙村走
访调研，与村干部和群众一起谋划
发展大计，探讨基层改革创新思
路。他说，如果不能给村里带去实
实在在的变化，将无法面对父老乡
亲。

“‘第一书记’是阿拉村里的粘
合剂。”在嵊泗县菜园镇大鱼岙村，

“第一书记”王兴军上任后，发现村
班子成员由于发展思路存在较大分
歧，难以形成合力，就把强化组织建
设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为了化解村
干部们多年来的矛盾和误解，他把8
名村班子成员请到自己的家中，叙
乡情，说问题，谈思路，让大家敞开
了心怀，误会终于化解。眼下，村干
部们心往一处想，正在筹建牡蛎养
殖基地，为村民致富闯出一条新路。

“第一书记”是村里的“领航

员”。五龙乡黄沙村要发展渔家乐
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由于村干部对
如何开发意见不统一，规划中的渔
人码头项目迟迟未动。嵊泗县政协
主席周振海帮助村干部理清发展思
路，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短短 3 个
月，渔人码头部分建成并投用。在
渔人码头上，看着 16 艘崭新的休闲
渔船满载着游客驶离，在岸边接待
下一批游客的村支书王永平开心地
告诉记者：“多亏‘第一书记’出谋划
策，让村里每年至少多进账几十万
元。”

办实事 解难题 谋发展

舟山领导干部下村服务群众

10月15日下午，在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南片省级现代农业综合区内，种粮大户孙梅金的3200亩水稻“开
镰”，几台收割机整齐地驶过金黄色的稻田。作为全省第一个新农村建设体制创新试验区，这里已实现农业机
械化生产，不到10个人，管理3200亩土地，农业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 徐昱 朱立奇 李文芳 摄

吴兴千亩稻田开镰

本报桐庐 10 月 15 日电 （记
者 毛 珺 县 委 报 道 组 唐 志 立）
今天上午，阿里巴巴与桐庐县正
式签署电子商务农村发展战略落
地 合 作 协 议 ，携 手 开 拓 农 村 市
场。与此同时，阿里巴巴在桐庐
富春江镇首批 10 个村级“阿里”试
点本月底将推出，年底完成 200 个
村级布点。

“桐庐是我们经过全国一轮考
察后选定的战略起点。”今天出席签
约仪式的阿里巴巴浙江分公司总经
理孙利军介绍，桐庐试点以村为基

站，铺设到达农村“最后一公里”的
网络、物流、人才培训等通道，解决

“城里买不到好东西，农村好东西卖
不出去”的现状。

桐庐县政府主动搭台，为企业
“唱戏”做好铺垫。今年新修订的桐
庐县《关于进一步加快电子商务产
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把全县包括公
益性电商平台、第三方平台、人才培
训等在内的四大类 14 个小类电商
发展全部列入扶持奖励范围，电商
专项扶持资金从去年的 500 万元提
高到1500万元。

桐庐：电子商务布局乡村

本报建德 10月 15日电 （市委
报道组 陈迁 通讯员 陈笑）“嘀嘀
嘀⋯⋯”随着清脆的手机扫码声不
断响起，今天“浙江新闻”客户端在
建德市的下载使用量正式突破 1 万
次，同时建德浙江手机报订阅用户
达到 5.4 万人。而这距离“浙江新
闻”移动客户端和浙江手机报推广
活动走进建德，仅用了半个多月的
时间。

“有了‘浙江新闻’，我们能及
时了解全省各地的新闻动态，而且
还有查询、缴费、挂号等服务功能，

听说今后还会在客户端的‘身边新
闻’栏目开出建德板块，信息相当
丰富，以后生活、工作中肯定用得
着！”不少机关干部在下载安装完
毕后，纷纷表示要向身边的朋友们
推荐。

目前，“浙江新闻”APP 的推
广工作已经在建德市教育、卫生、
交 通 运 输 等 51 个 重 点 机 关 单 位
全面展开，下一步，还将在全市乡
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等群体中广泛推介，确保有效覆
盖。

建德市民热载“浙江新闻”

本报温州 10月 15日电 （记者
徐齐） 今天上午 10 时，“浙江新闻”
移动客户端和浙江手机报来到“浙
江南大门”苍南举行推广活动。120
多位来自各单位、乡镇的工作人员
成为苍南首批“浙江新闻”的下载者
和使用者。

“每天大家都在看什么？是在
学习还是在看八卦？浙江新闻客户
端就是很好的信息更新、获取政经
新闻深度解读的窗口！我们机关干
部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借助恰当的
媒体平台尤为重要。”听取了对客户

端的介绍后，苍南县委宣传部负责
人说。

钱库镇宣传委员缪小飞点开刚
下载的客户端，“温州”页面上，“‘浙
江台湾周’在温州开幕”的新闻十分
醒目：“咱们苍南就是对台合作的重
要区域。希望以后有更多苍南新闻
登上这个省级媒体平台。”缪小飞说。

下午，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工作
人员一行来到平阳，向 100 多位平
阳机关及乡镇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浙江新闻”客户端和手机报的推介
培训。

“浙江新闻”走进苍南平阳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已
走过了百年，屡创佳绩，实现了
一个又一个突破；面对未来，浙
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勾画蓝图，
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今后，学院将主动适应浙江
省及宁波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打造

“传承宁波商帮精神，培育现代商
帮人才”的办学特色，培养能适应
区域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满足

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具有现
代宁波商帮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
的商贸服务类、先进制造类和技
术服务类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
才，把学校建设成为办学特色鲜
明、与行业高度融合、综合实力较
强的开放式、国际化、应用性的服
务型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力争全
省一流、国内领先，在教学质量、
专业建设、管理服务、办学效益和
办学条件等各方面跻身于全国同
类院校的先进行列。

引领未来 为梦想锻造基石

开拓进取 创新务实
百年老校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培育现代商帮人才迎来百年华诞

文 / 王溪 张冶红

近年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在高职院校中已经越来越显现出
其“领航者”的地位。该校是浙江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拥有1项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4 项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4 个国家级重点专
业、14个省级重点专业；5门国家级精品课程、19门省级精品课程；3
个中央财政支持的实训基地；3个省级高校教学团队、14名省级专业
带头人、2 名省教学名师、1 名省新世纪“151”人才、1 名宁波市有突
出贡献专家、7名宁波市领军和拔尖人才⋯⋯

近期，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
厦门大学联合举办高职院校“县校合
作模式”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
各地的 40 多位高职教育界著名专家
和学者，充分肯定了该校“县校合作”
所做出的探索，认为是中国高职教育

县校合作的一个样本。这是浙江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总部—基地”县校
合作办学“宁海模式”的又一新成
果。早在 10 年前，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就与宁海县人民政府签约，共
建宁海产学研基地，“县校合作”正式

不断创新
“总部-基地”县校合作模式突围高职教育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前身是
创建于 1914 年的宁波公立甲种商业
学校，在百年商贸教育历史上，曾经
培养出了郑丙燮 (宁波商帮著名人
物、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名誉会长、大
星眼镜创始人)等一批又一批杰出的
现代商帮人才。

在刚刚结束的 2014 年高考招生
录取工作中，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普高文科投档线和理科投档线分别高
出省投档线78分和56分，在宁波的所
有高职高专院校中名列第一。浙江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连续多年超过97%，综合评价称职
率达93%，专业对口率达90%，为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数万名高素质
技能型人才。2013 年，在全省高校
毕业生职业发展与人才培养质量调
查中荣获高职高专综合排名第一。

近年来，学校大力创建和推进的
基于“总部—基地”县校合作办学模
式、“四个结合”现代商帮人才培养模
式和“点、线、面”结合的校企合作模
式，让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
培养质量稳步提升，这些新型教育模
式广为外界所称道。

百年历史 一步一个脚印

在实际办学过程中，浙江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深刻领悟
到，学校的发展需要在创新“总
部—基地”县校合作办学模式
的基础上，拓宽合作和服务领
域、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企
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学校与知名骨干
企业联合开展“点对点”合作，
开办了“沃玛管理干部班”、“财

通 证 券 班 ”等 多 个 订 单 班 。
2007 年，与美国通用电气（GE
Fanuc）自动化公司合作共建国
际先进、国内领先的 GE Fanuc
自动化系统集成实验实训室。

另外，学校还与宁海县政
府、中国（宁海）模具城合作共
建宁海产学研基地，与慈溪市
政府合作建立了慈溪产学研基
地，积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自我超越
校企合作“点、线、面”全方位拓展

自创办高职教育以来，浙
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强
实践、重应用”的教学理念，积
极进行教育教学创新和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学校基于区域经

济和产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
需求，从职业岗位能力需求出
发，创新和实践了基于专业教
育与职业素质教育相结合，技
术应用能力与发展能力相结

务求实效
“四个结合”培育现代商帮人才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院
长姚奇富告诉笔者：“社会服务
是高职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是高职教育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高职教育发展必须服
务于地方和社会，积极为区域经
济发展服务。”

以宁海县模具产业为例，就
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也实现
了模具产值逐年增加，宁海县自
2005 年至 2012 年模具产业总产
值也大幅提升；2013 年，宁海县
模具规上企业完成总产值 18.9
亿元，同比增长 26.7%，大型塑
料模、精密塑料模、冲压模、压铸

模等已走到了国内模具产业前
列。宁海产学研基地获得了“中
国模具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
地”称号。

2007 年，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与中国（宁海）模具城展
开了全方位合作，其中，宁海模
具城热处理中心平均每年为
100 余家企业 800 余人次提供技
术服务。宁波模具检测中心获
得国家资质，每年可为 1000 多
家企业提供检测服务，年服务效
益达 150 多万元。华宝模具公
司通过与该校合作获得了长足
发展，产值近两年增长了103%。

主动担当 强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起步，成为全国最早尝试“县校
合作”的院校之一，被誉为“宁
海模式”。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蔡泽伟表示：“高职院校
必须进行深刻变革，把学校的
发展融入到地方经济特别是县
域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实现协
同共进、合作互利。”

宁海县政府将宁海产学研
基地列入县政府“十二五”发展
规划，目前，基地已建有 1 万平

方米实训大楼，内有 16 个实训
室、2 个实训车间和 4 个紧密型
校外实训基地,共建 8000 平方
米的示范性教学工厂，累计总
投资1.5亿元。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除
了在宁海模具产业集聚地建立
了宁海产学研基地外，还在慈
溪“家用电器”块状经济的主要
聚集区建设“慈溪产学研基
地”，形成了“一体两翼”的“总
部—基地”办学模式。

合，校内外、学期内外、课内外相
结合，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
相结合“四个结合”的“素质、能
力、发展”高职人才培养模式。

基于“四个结合”现代商帮
人才培养模式突出技术应用能
力、职业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培
养，近两届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

考试通过率达到98%以上，毕业
生职业技能累计通过率达到
92%以上。近 5 年，该校共有
663 人次获得国家、省、市各级
各类技能（学科）竞赛奖项 278
项，其中全国一等奖 7 项、二等
奖12项、三等奖15项、浙江省一
等奖21项。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