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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成校，一个品牌，
一个产业

“乡村振兴”是当下国家发展
农村的重要战略，作为乡镇成人学
校，服务乡村经济振兴是工作的重
中之重。在宁波市成人教育学校的
引领与辐射带动下，各乡镇成校仅
仅围绕“推广一项技术、开发一个
项目、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
姓”发展基调，做出了许多创造性
成绩，培育了一批农村专业大户，
帮助困难农户脱贫致富，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的目标。

镇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
点，也是“宁波帮”商人的起源
地，在这样一个海边小城，镇海区
澥浦成人学校硬是培育了知名家政
服务品牌——“海田阿姨”。学校
经过几年的实践，建立了自己的培
训标准 （形成了标准 60 项，其中国
标 16 项、校标 44 项），通过合作培
训、品牌输出，强化就业服务跟踪
考核。原本无所事事的农村妇女，
变成了就业市场的抢手货，变成了
能创造出超亿元的产业人群，仅本
区就有“海田阿姨”家政服务人员
2000 多人。每每说起这个家政品
牌，作为宁波市名校长的吴戏贤老
校长总是十分激动，这个项目经验
已在省内外推广，包括四川巴中县
在内的 40 多个地方的成校过来取经
学习。“海田阿姨”作为浙江省组
织 部 门 《和 村 三 十 六 法》 之 一 ，
2012 年被中组部门党员教育中心列
为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精品
教材，在全国公开发行。

宁海县力洋镇也有一群这样的
妇女，因家庭牵累或没有一技之长
而只能留守在家，总人数占全镇女
性劳动力总数的 70%，约有 7000
人。力洋镇成人学校因地制宜，开
展了“力洋缝纫”品牌培训，形成
了“培训—就业—创业—再培训”
模式，实现了留守妇女的充分就
业。宁波迷梦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徐娟珍曾经对正在准备服装
缝纫工考核的学员表示，“今天考
试后，明天全部来上班。”参加缝
纫职业技能培训，通过考核结业的
近 3000 名留守妇女，已全部实现就
业。形成学校的培训班开到哪里，
企业的加工点就开到哪里，服装加
工产业就延伸到哪里的局面。针针
线线织成留守妇女璀璨人生。

在宁波市奉化区的一个山区乡
镇，也是著名作家巴人的故乡——
大堰，在这个山清水秀的小乡镇，
大堰镇成人学校把服务山村振兴的
眼光放在了农副产品与观光农业的
品牌建设上，并成功创建了“一路
上”品牌。学校通过优良品种引进
与技术改良的实验及观光农业产业
的培育，开发了 20 多门课程；通过

“倒逼、跟踪、基地和顶层设计”
等培训形式，培育了一批现代科技
型农民；通过实施“采、观、购、
品、游”等农业观光服务，使农村
产业从传统种植业向生态、有机、
立体和无公害农业转型。形成了

“资源利用类、农副产品类、旅游
服务类和文化传播类”四大类系列
品牌，有可岚牌白茶、珺彦牌玫瑰
酱、稷之源菜籽油、紫蕃薯、小京
生、牛肉等近百种“一路上”大堰

品牌，35 家农家客栈统一注册“一
路上”商标，一个“高山果蔬产
地、生态养生宝地、运动休闲基
地”基本形成，有“全国环境优美
乡镇”和“最美乡愁小镇”之称。

一组培训工程，带动了
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宁波市教育部门依托宁波市现
代服务业公共职业培训平台，对接
乡村振兴发展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
求，精准开展各类农民技能培训，
助力农民致富、服务农业产业发
展。

实 施 “ 优 秀 农 民 上 高 校 计
划 ”。 农 民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主 要 力
量，宁波市持续关注农民培训。早
在 2003 年，宁波市每年选拔 200 名
优秀农民上高校进行免费培训，到
今年，全市累计组织瓜菜高效生产
技术、水产品养殖等农民高级研修
班 54 期，开办花卉苗木等专业 13
个，共选送 2098 名优秀农民进高
校。培训之后的“新型职业农民”
成为带动周边农户致富、促进现代
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带头人。

实施“百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
训工程”。宁波市各级各类成人学
校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
实用技术、农村预备劳动力、农民
素质提升等培训，成为服务宁波经
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象山
县推出了县级农产品经纪人、农村
电工、农机修理工、农机操作手、
农机驾驶等培训项目，3 年来累计
培训 7000 多人。余姚市牟山镇成人
学校开办“农民夜校”，通过菜单
式课程，送教到村，3 年来培训了
3700 多个新型职业农民，考证人数
达到 2200 多人，这些新型职业农民
成了农家乐、水产养殖、果蔬种植
的领头雁。慈溪市开展“三教合
一”全时空农民培训模式，采用

“院校+公司+基地 （农户） ”的方
式运作，促进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成
长，浙江省等主要领导对成果做了
批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印尼
召开的“社区学习中心国际研讨会
上”进行了交流。

实施成人“双证制”教育培训
工程。上个世纪 90 年代，宁波市就
广泛开展“双证制”成人高中学历
教育。出台了一系列工作政策，明
确了市、县 （市） 区有关成人“双
证制”教育培训经费渠道及招生、
验印、考核等职责。大力开展外来务
工人员、退役士兵等学文化、学技能
的“双证书”培训。近5年，全市共
累计完成4万名成人“双证制”教育
培训。扩大了城乡劳动者接受职业教
育和继续教育的覆盖面，延长了城
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一所成校，带动了一个
特色小镇发展

宁波市成人教育学校联合乡镇
成人学校共同组建“宁波市成教协
同发展联盟”，依托甬派科研培育
中心，推动乡镇成校内涵发展，增
强农村成人教育提高服务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实现了成人学校带动特
色小镇发展的新格局。

奉化区莼湖镇成人学校围绕特
色小镇建设，主动调整培训结构，

分类开设培训课程，转变培训学习
方式，丰富培训教学形式；通过

“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成功
地在渔业养殖、休闲渔业和海湾休
闲旅游等方面为渔民提供了示范、
引领榜样；帮助了部分传统渔民转
型海洋休闲旅游服务人员，走出了
一条绿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之
路；成功地推进了海洋渔业小镇产
业链提升。

宁海县前童镇是宁波市有名的
古镇，该镇成人学校大打古镇旅游
这张牌。成校为了带动旅游古镇发
展，重整服务旅游古镇的民生、经
济、文化等发展目标；重构服务旅
游古镇的课程建设，开展了古镇解
说员培训、古镇农家乐培训、特色
行业培训 （包括古镇三宝、三雕、
五匠）、村民保护古镇文物培训和
古镇旅游日等 5 项专题培训，几年
来共培训了 6500 人次，使古镇从

“没啥好看”到“故事很多”；创新
教育培训方式，使古镇从“有吃有
住”到“好玩能学”；协助政府部
门营造古镇的生态环境，使古镇从

“缺乏规划”到“协同发展”。目
前，前童古镇真正走上了“青山绿
水”式发展模式。目前，又在强化

“一民宿一特色”，在住、吃基础上
突出玩和学，在生态、乡愁、人文
上做足文章，使旅游经济不再是

“过路经济”，而是变成了“回头经
济”。

成人学校的“有心助
农”与乡村文化振兴的“无
意之作”

乡村振兴除了产业振兴外，也
同样离不开文化振兴。宁波市各级
各类成人学校重视文化建设，全市
共有 7000 多家社区民间学习组织，
被授予“全国学习型家庭创建示范
城市”。家庭学习点是文化传承的
最小落脚点。慈溪市创建了 1000 多
个 家 庭 学 习 点 ， 投 入 经 费 150 万
元。每年开展戏曲、健身、读书读
报、致富经验交流等各类活动达 4
万余次，惠及群众近 40 万人次，该
项目被评为“全国终身学习活动品
牌”。

创建工作室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推动力。慈溪观海卫社区教育学院
的“卫文化”研究所，慈溪匡堰成
人学校的青瓷文化工作室、青瓷文
化体验馆和青瓷研究所，镇海澥浦
成人学校的农民画专业合作社及在
郑氏十七房景区开设的农民画美术
馆，慈溪古塘街道社区学院的“老
虎鞋”制作工艺传承基地。慈溪坎
墩成人学校成立戏曲工作室，深入
群众探索市场，采取“周末沙龙”

“主题演出”“百场戏下农村”等常
态化演出，经费以“政府买单、街
道补贴、群众邀约、公益回馈”四
种渠道为主。

编制课程教材是文化传承的重
要载体。如慈溪观海卫社区学院编
印了与卫文化相关的教材 18 本，发
放 1.8 万册。余姚社区学院编印了

《余姚四先贤》 一套 4 本，发行到中
小学和社区，作为学生、市民的阅
读课本。全市各类特色文化与非遗
文化相关的教材超过 100 本，发行
3 万余册，形成了 300 多门特色课
程。

农业兴 农村美 农民富

宁波市成人教育服务“乡村振兴”

一个地区的终身教育要直接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就必须要有独到之处。改革开放四
十年，也是宁波市乡镇成人学校服务“三农”，振兴乡村的四十年。多年来，宁波市建立
了以市成人学校为龙头的四级成人教育网络体系，并由此探索出一条别样的路子。一位
长期从事终身教育一线工作的教师说出了这样一首顺口溜：

杨梅葡萄草莓红 （枫），
茶叶丝竹鱼蟹黄 （花梨）。
蕃茄雷笋桃蔬青 （瓷），
鹅蛋土鸡茭兔白 （枇杷）。
小吃渔业高山雪 （菜），
阿姨缝纫民宿香 （榧）。
学习家庭一路游 （学），
非遗文化来助产 （业）。
⋯⋯
这大概就是宁波市成人学校振兴乡村发展的具体写照吧。

经验

特点

在 市 级 成 人 学 校 的 引 领 带 动
下，宁波各乡镇成人学校通过项目
引领、资源统筹、培训创新，实现
了“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的
乡村振兴目标。

找对项目：示范带动教
育培训的关键

乡镇成人学校把培训和生产紧
密结合，许多成校在开发项目带动培
训上都十分精准，使农科教结合项目
成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如江北区慈城镇成人学校根据当地毛
竹林业资源的特点，利用当地毛竹资
源，成立爱心竹编专业合作社，建立
毛竹编织培训加工基地，聘请技术专
家，组织编著教材 50 多种，拓展毛
竹产品市场，初步形成毛竹制品产业
链，使当地被征地农民、失业人员、
低保人员有了就业增收门路。实现了
翠竹编就农民幸福之路。

慈溪市龙山镇成人学校通过家
庭农场项目培育，带动果蔬和獭兔养
殖户的培训与教学。其中，优质獭兔
饲养技术培训推广取得了明显成效，
该培训项目在示范农场基础上，同时
向宁波大市200个农户推广，增收约
1500万元，成了全国各地示范农场。

用对方式：田间课堂切
中农民培训脉搏

乡镇成人学校本着“农户需要
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的宗旨，
积极创新载体、开拓新路，开展多
种形式的农民培训，并按照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绿色的要求，
推广新技术，传授新知识，提高培
训的针对性、实效性。宁海县胡陈
乡成人学校探索了适合农民实际的
现场示范为主的田间课堂，邀请省
内外农业技术专家和本地土专家进
行 现 场 示 范 指 导 ， 对 农 民 现 场 传
导、讲解、示范、操作和解答；还
实施分层培训为主的移动课堂、交

流研讨为主的网络课堂、送教到户
为主的 VIP 课堂，重点围绕水蜜桃
种 植 的 “ 五 大 关 键 技 术 ” 开 展 培
训；学校根据全乡桃农的不同经验
知识层次，设立高级研修班—中级
进修班—初级入门班等三个层次的
班级，安排不同层次的讲课内容，
开展多种形式的分段式培训、操作
性培训、参与式培训。

同 样 ， 宁 海 县 一 市 镇 成 人 学
校、海曙区石碶街道成人学校等实
施对特色农产品的田间课堂、应季
培训、示范引领等培训模式，吸引
农户主动参与培训项目；通过田间
课堂，对农民实施果蔬、水稻、水
产等种植养殖技术培训，实施全程
跟踪、专家入户、团队自助等服务
形式，提升农产品的品牌效应，提
高农民经济收入。

找对能人：让农民看到
培训前景

农 村 能 人 都 是 本 乡 农 民 的 精
英，善于抓住机遇，学习刻苦，富
于创造与实干的农民，是科技示范
户、科技致富能手。在农村，能人
效应十分明显。宁波市的乡镇成人
学校善于抓住能人的示范效应，利
用“能人带动”模式开展培训，采
取 深 入 田 头 和 课 堂 集 中 上 课 的 形
式，重视沟通、示范、教育、培训
等农村活动, 以利推广农业生产技
术，如优良品种、栽培技术、肥料
运筹、病虫害防治、经营与管理等
技术和技能的应用，实实在在打造
品牌为农民致富服务。如宁海县胡
陈乡成人学校就建有一支能人队伍。

奉化市各成人学校针对地方区
域经济特点，以特色培训为纽带，
提高融合对接能力，广泛开展各类
教育培训，西部丘陵的溪口镇成人
学校依托雷竹基地，大力开展雷竹
夏秋季出笋技术研究与推广；南部
平原的尚田镇成人学校依托气候土
壤优势，大力实施“科教兴莓、草
莓兴农”战略；西北部城郊的萧王
庙成人学校依托农家乐旅游，创新

开 展 乡 村 旅 游 服 务 培 训 ， 所 有 项
目，产业能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是成人学校一支兼职师资队伍的生
力 军 。 让 农 民 身 边 的 能 人 参 与 培
训、指导、示范，促进了当地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加对内容：注重乡村的
文化振兴

宁波市积极探索“文化+”发展
思路，由宁波市成人学校牵头联合行
业、企业、高校组建了宁波市文化创
意产学研发展联盟，引领“以文化促
产业，以产业提文化”的发展路子。

注重文化传承与产业开发的结
合。宁海一市成人学校协助镇政府部
门，把糅（一种小吃食物）文化做成了一
个产业园，总投资额4500万元。产业园
整合糅风俗和旅游资源，打造富有文化感
召力的乡村度假地。慈溪的两所成人学校
开展“老虎鞋”展示活动，为提高“老虎
鞋”知名度，与中国美院进行合作，开发
社区新的“老虎鞋”，把产品进入商场，
形成了非遗“老虎鞋”设计、开发、制
作、销售一条龙产业链。

注重文化传承与文化强镇的结
合。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象山爵溪、鄞州咸祥等成人学
校积极发挥学校在终身教育方面的优
势，协助镇 （街道） 政府工作，坚持
走文化强镇之路。象山爵溪成人学校
在打造海洋文化、针织文化等方面取
得了可喜成绩。鄞州咸祥成人学校通
过大嵩戏曲、大嵩石文化等推广，为
文化强镇打开了一个良好局面。

注 重 参 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传
承。宁波市的乡镇成人学校积极开
展特色地方文化传承活动。如奉化
尚田成人学校推进的布龙文化，宁海
县前童成人学校、海曙区鄞江成人学
校协助推进的庙会文化，慈溪市长河
成人学校推广的草编文化，慈溪市桥
头、匡堰成人学校推进的上林湖青瓷
文化，北仑区小港成人学校组织的

“老虎鞋”制作、剪纸艺术，慈溪崇
寿成人学校依托“围垦文化”，把农
村的“五水共治”有机融入到里面。

特点

地方政府在终身教育发展中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宁波市对此曾
有 争 论 ， 答 案 也 在 争 论 中 逐 渐 明
朗。宁波市在完善政府统筹、部门
联动、学校协同的终身教育管理体
制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起平台化
引领、项目化推进、市场化经营的
培训服务机制，并成功走出了“政
府主导、市级成校引领、多方统筹
协调”的终身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路
子，借终身教育发展之力，推动经
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实现乡村振兴。

统筹政策

进入 21 世纪以来，宁波市为加
快乡村振兴，打出了政策“组合拳”。

2003 年起，对中等职业学校开
设的涉农专业学生实施免费的职业
教育政策，重点为农村培养一支懂
技术、会管理、有知识、敢创新的
新生代力量。这一年，宁波市开始
实施“优秀农民上高校计划”，组织
瓜菜高效生产技术、水产品养殖等
农民高级研修班 54 期，开办花卉苗
木等专业 13 个，共选送 2098 名优秀
农民进高校。培训之后的优秀农民
成了带动周边农户致富、促进现代
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带头人。

2005 年，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
做好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和转岗就
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开展农村后备
劳动力和青年农民战略性培训。推
行一至两年的免费劳动预备制正规
职业技能教育，农村青年劳动力学
历教育每年超过 5000 人次。

2006 年，颁布了 《关于加快构
建 服 务 型 职 业 教 育 体 系 的 若 干 意
见》，要求深入实施“百万农村劳动
力素质培训工程”，加快培养农村实
用技能人才。

2007 年，出台了 《关于加强职
工 培 训 提 高 劳 动 者 素 质 的 实 施 意

见》，实施企业职工培训项目，每年
拨专款 1500 万元用于企业高级经营
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生产一线
工人培训补贴。

2009 年，出台了 《关于推进成
人 双 证 制 教 育 培 训 工 作 的 几 点 意
见》，要求各县 （市） 区组织开展农
村劳动力“双证制”教育培训，同
时确保经费投入，经费列入本地财
政年度预算。

2014 年，宁波市出台了 《宁波
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吹响了依法
推进终身教育发展的“号角”。

统筹协调

强调统筹规划。宁波市政府部
门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终身
教育事业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
体规划，制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认真组织实施，统筹安排，促进终身
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了由 21 个
政府部门组成的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
度，定期研究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重
大政策问题，统筹、协调、指导和推
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工作。在各部
门协同下，开展了外来务工人员、退
役士兵等“双证书”培训。形成了

“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学校跟进，
社区参与”的工作机制。

统筹招标培训。政府各部门协
同推进企业职工培训招标，各乡镇
成人学校、职业院校积极参与企业
职工招标项目，近 5 年来，每年有
60 所成人学校、社区学院参与 40 个
培训项目的招标，共完成 50.5 万人
次的培训任务，发放培训补助 1300
余万元。

统 筹 经 费 。 在 制 度 保 障 下 ，
市、县 （市） 区、乡镇 （街道） 三级
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仅 2011 年，宁
波市共投入1.58亿元经费用于成人继
续教育。全市各地普遍建立了终身教
育专项经费制度，各县 （市） 区户籍
人口的年人均终身教育经费最高标准
达到10元，最低则在 4 元以上。

统筹资源

完善四级机构。全市形成了以
宁 波 市 成 人 教 育 学 校 为 龙 头 辐 射
的 ， 市 、 县 （市 、 区）、 镇 （街
道）、村 （社区） 四级终身教育网
络，形成了“政府统筹领导、教育
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
极支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
参与”的良好格局。

推进项目建设。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省、市级示
范性成校—市级高标准成校—市级
特色发展成校的评估推进工作，使
全市成校硬件、软件建设不断跃上
新台阶，全面提升了服务乡镇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当前，宁波市正在
全面推进终身教育的品牌项目、实
验项目、教育助农项目、农科教项
目建设，发动全市成人学校、社区
学院参与，提升服务能力。

强化师资建设。近年来，宁波
市 每 年 组 织 全 市 成 校 教 师 技 能 比
武，不断提高成校教师的基本业务
素质与技能水平。组织开展全大市
成人学校校长培训，涌现出许多优
秀代表，如宁海县力洋镇成人校长
王可红、原镇海区蟹浦镇成人学校
校长吴戏贤等为宁波市名校长，宁
海县一市成校校长刘文斐更是被农
民们认可为“致富带头人”，是农户
眼中的“宝贝式”人物。同时，还
通过举办“骨干研修班”、专家带
徒、挂职研修等方式，加快培养一
批宁波成人教育带头人与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40年来，宁波市的终身
教育一直致力于服务农村经济发展，致
力于服务农民技能培训，致力于服务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宁波，这座蓝天下、
碧海边的城市，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
中，将更好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青山绿水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目标，宁波终身教
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宁波市成人学校校长 王阳
宁波市教科所 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