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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墙黛瓦绿树，小桥流水人家。著名作家徐迟曾用66个“水晶晶”描绘他的故乡南浔。

擦亮“水晶晶”南浔品牌，近年来，南浔各乡镇成校深入推进“三服务”，全面助推乡村振兴。2021年，全区各成校完成农本培训48122余人次，民生

培训1122余场，首推“一二四”普法教育培训进文化礼堂活动，开展培训161场，受益民众16066人次。

十四五期间，南浔各成校将继续助力提升省示范学习型城市建设水平，继续争创省现代化社区学校，继续深化省级培训品牌项目的实践，推进社区

教育进文化礼堂的实践与研究，汇聚微光为南浔做好共同富裕新答卷贡献力量。

汇聚微光汇聚微光 擦亮擦亮““水晶晶水晶晶””南浔品牌南浔品牌
——南浔打造品牌成校升级版

眼下正是小番茄成熟的季节，
南浔高新区（南浔镇、度假区）息
塘村内，果蔬种植户老徐和妻
子在大棚内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以种植皮薄、汁多、味
甜的“黄妃”小番茄起家，
这些小番茄受到市民们
喜欢，夫妻俩种植的信
心更足了。

老徐家的番茄大棚
是南浔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的校外实训创业基地之
一。老徐曾参加由南浔成校
承担的湖州市农民学院组织的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休闲观光农业》
培训班，2015 年，夫妻俩人在息塘村租
用农田 25 亩。这几年，为更好地发展种植业，成
校多次组织专家送技术上门，还特聘请市农业局
专家为技术顾问，引进新技术，拓宽新品种，帮助
老徐一家拓宽致富路。

这也是南浔成校“致富课堂”的
生动实践之一。近年来，基于乡

村振兴背景，南浔成校围绕中
心工作，协助政府“两手”抓，

即政府抓硬件，成校抓软
件，因地制宜推出“三班十
次致富课堂”，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营造幸福美好生
活。

据了解，“三班十次致
富课堂”即致富个人课堂、

致富家庭课堂、致富社会课
堂三大主课堂，下设学历技

能、健康防疫、农村电商、创业基
地、休闲民宿、家庭园艺、最美家风、

生态文明、民主法治、党建引领 10 门课
程。

“目前南浔镇全方位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建
设，成校创建的‘三班十次致富课堂’为美化人居
环境、乡风民风建设、培养致富带头人等联动转型

按下‘加速键’。”南浔成校校长曹晓明介绍，聚焦
兴业富民，学校不断推陈出新，努力成为乡村振兴
的“动力源”。

加快培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
兴的重要途径。南浔成校对接地方需
求，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产品经
纪人、农村预备劳动力等多样化
培训，助力农民学历和技能提
升，培育一支爱农业、懂技
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队伍。

聚 力“ 推 广 一 项 技
术 、培 育 一 个 产 业 、致
富 一 方 百 姓 ”，南 浔 成
校 发 挥 体 制 优 势 ，在 产
业发展上谋良策，在技能
培训上善作为，让一大批
农民“技术傍身”，喜念致富
经 。 每 年 组 织 各 类 实 用 技 术
人 才 培 训 十 多 期 ，以 技 术 赋 能 助

力推进共同富裕。
农民直播带货、军人电商创业、企业工匠孵

化、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如今在南浔，致富之
路上，社会需要什么，成校来搭建；行业紧缺什么，

成校来补给。成校的培训无处不在，课
堂、企业、乡间、地头⋯⋯

眼下，南浔成校正在新建
中 ，建 成 后 总 建 筑 面 积 达

12000 平方米，将更好地为
南浔高质量发展贡献成校
力量。

南浔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致富课堂助推乡村振兴
张 斌 杨斌英

一手拿着剪刀，一手拿着纸，时而画一条直
线，时而上下摆动，一个个同学神情专注，宛如一
个个小小剪纸艺术家，没过多久，一张张红色
纸在同学们的手中变成了各种各样
的图形，有的是“小人”，有的是

“ 窗 花 ”，还 有 的 是“ 小 动
物”⋯⋯

近 日 ，在 湖 州 市 南
浔 区 千 金 镇 成 人 文 化
技 术 学 校 乡 贤 馆 内 ，
学生们在千金镇剪纸
第二代传人、草根乡
贤潘静霞老师的指导
下 ，用 自 己 灵 巧 的 双
手，舞动剪刀创作剪纸
作品。

学生们的剪纸作品惟
妙惟肖，每一件作品都展示

了同学们的心灵手巧。每到假期，在千金成校，总
有这样的公益课堂让孩子们走近传统文化。“‘千

金剪纸’是我们镇特有的非遗项目，经过多年
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千金人喜爱上了

剪纸这门民间传统艺术。”千金
成校校长、当地乡贤姚建斌介

绍，学校以“一纸千金非遗
课堂”为抓手，开展普及
剪纸教育活动，更好地
传承和发扬千金民间剪
纸文化。

千 金 镇 素 有“ 剪
纸 之 乡 ”的 美 名 ，走
在千金镇这座历史悠
久 的 水 乡 古 镇 ，可 见
不 少 人 家 门 窗 上 张 贴

着 用 红 纸 剪 刻 而 成 的
“ 莲花和鲤鱼”图案，寓意

“ 连 年 有 余 ”；亦 或“ 喜 鹊 和 梅 花 ”图 案 ，寓 意
“喜上眉梢”⋯⋯在千金，剪纸是人们祈福与祝
愿的符号，表达着千金人对生活和人生的积极
态度。

十多年前，千金镇就已实施剪纸文化进校园，
开设剪纸教学课程。多年来，千金成校以“提升新
时代农民素质，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办学宗
旨，以“千金剪纸”培训为特色，给学校带来了生机
与动力，并进一步促进了其他领域的和谐发展，曾
获湖州市基层科协先进集体、湖州市传统剪纸教
育基地等荣誉称号。

这几天，在千金镇主干道向阳路的两旁墙面
格外亮眼，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不同于一
般的墙面，这些墙面上展示着一幅幅精美的剪纸
作品。“剪纸大道让向阳路更美丽更具有文化氛
围，也让千金年轻的一代人能够更加了解剪纸文
化，以家乡的剪纸文化为荣。”千金镇统战办负责
人介绍，这个近期新建的剪纸大道，有不少剪纸都

是当地师生的作品。
从普及到创优，从 2013 年开始，千金成校每

年开办剪纸骨干培训班，并邀请省内剪纸名家走
进千金镇授课。截至2022年，共有400余名剪纸
艺术骨干参与了培训，参与普及教育的市民达
9000余人次。

如今，剪纸这一项活动已成为千金成校的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

千金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凝聚乡贤力量传承特色非遗
陆志鹏

“湖笔又称‘湖颖’，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产
业⋯⋯”这几天，在南浔区善琏镇湖笔文化产业园
内，“直播达人”吕韬进行了好几场网络直播，通过
镜头展示湖笔文创产品，揭秘湖笔传承技艺。

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并称“文房四宝”，是
中华文明悠久灿烂的重要象征。善琏镇，便是湖
笔的发源地和主要产地。近年来，该镇借力互联
网平台“直播带货”，通过多角度、立体化的宣传推
广，助推湖笔行业高质量转型发展。

根植于传承弘扬湖笔特色，近年来，善琏镇成
人文化技术学校开展各类培训活动，努力培育成
人教育和社区教育品牌。在善琏镇党委政府的指
导下，2017 年湖笔制作技艺培训项目荣获浙江省
成人教育品牌项目，2019 年学校获评浙江省现代
化成校，2021 年镇老年大学获评浙江省优质（示
范）老年学堂。

在中国湖笔文化馆了解湖笔的前世今生，在
善琏湖笔厂了解制笔的过程，在善琏成校研学教
室静心制作一支湖笔，探索湖笔文化的氤氲灵气，

体验湖州儿女的巧手精作⋯⋯每到周末或是寒暑
假，来自各地的学生就会组团来善琏镇开展亲子
研学活动，这也是善琏成校参与青少年研学打造
的特色项目。

“传承湖笔文化，就是要在原有的根植环境下
寻求更广更深的土壤，使湖笔这一活DNA得到更
好的生长。”善琏成校校长谢新红说，服务于善琏
全域旅游的发展，善琏成校借助启蒙礼、国学教
育、湖笔制作体验等丰富的载体，全方位展现当地
的“笔文化”“蚕文化”以及“善文化”。

湖笔技术传承教育是善琏成校义不容辞的社
会责任。善琏成校探索实施“学员+导师”的老年
大学学员成长模式，引导老年学员根据自己年轻
时的制笔工作经历，在湖笔文化传承实践的社区
教育中担任导师。

2018 年底，善琏成校召集学员参与湖笔制
作大师工作室项目，面向全行业有志于湖笔制作
技艺的青年开展师徒结对，培养湖笔制作技能新
手，为湖笔制作提供学术支持；2019 年，善琏镇

湖笔产业协会、善琏成校、善琏湖笔厂
联合成立了湖笔制作技艺活态传
承馆，由老年大学老笔工学员
担任智囊团主力军；同时，与
善琏学校等单位共建实施
湖笔文化进校园拓展性课
程，把湖笔文化通过实践
和艺术的形式带到学校，
融入课堂。

这几年，善琏镇社区
教育中心实施“笔都居民
品小镇”社区教育实验项
目，打造了百姓学堂，陆续请
来不同职业的助学者。他们中
既有长期从事民俗学、民间文
学、传统文化研究的高校研究员，也
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更有善琏当地能
人巧匠。

“湖笔因你而精彩，你因湖笔而幸福”是百姓

学堂发展与追随的终极目标。谢
新红表示，当越来越多的社

区居民参与到百姓学堂的
学习活动中来，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深入了解、感
受、认同与传承湖笔
文化，湖笔文化一定
可以开出更美丽的

“花朵”、结出更丰硕
的“果实”。

善琏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传承湖笔特色走出发展新路
张 斌 李小凤

老年学员展风采老年学员展风采
张斌张斌 摄摄

千金乡贤馆成为传承非千金乡贤馆成为传承非
遗剪纸基地遗剪纸基地 陆志鹏陆志鹏 摄摄

全国制笔大赛
谢新红 摄

全国制笔大赛全国制笔大赛
谢新红谢新红 摄摄

园艺布景培训园艺布景培训
（（图片由南浔成校提供图片由南浔成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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