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所上海“世外系”名校在南浔启航
 月  日，湖州市上海世外教育

南浔实验学校     学年第一学期开
学典礼暨揭牌仪式举行，这所上海“世
外系”名校正式在南浔启航。
据悉，湖州市上海世外教育南浔

实验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公办学
校，本学年共招收   个班级，其中一
年级  个班、初一  个班以及预初上
海班  个，学校暂时借用镇海中学南
浔分校进行办学。目前，新校区正在建
设中，预计占地    亩，建筑面积
     平方米。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将根据
浙沪两地教材体系差异因材施
教，小班化教学，使每一位学生都
能享受到浙沪两地教育优质资源
的滋养。
“南浔是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

战略点，做好高质量教育、做好长三
角一体化建设，在南浔有广阔天地
可为。”上海世外教育集团总裁徐俭
表示，上海世外教育集团致力于打
造中国性未来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
设者，培养富有“中国心”的人才，南

浔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利于对
于培养孩子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热爱。
在“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大背

景下，南浔区正在积极探寻“长三角
教育特色化”新模式。“我们将传承、
发扬、发展世外文化，融入南浔这片
育人沃土，把学校建设成现代化治理
体系‘出彩’、学生综合素质‘出众’、
教师业务水平‘出色’、学校教育质量
‘出名’的市内标杆。”该校校长杨亦
文表示。

 月  日，在湖州南浔古
镇景区的浔掌柜糕饼铺，负责
人刘霞正在直播间热情推荐
自家的文创月饼：“这是我们
的古镇文创月饼，游客们可以
带着月饼去打卡古镇景点，更
加沉浸式地感受到古镇建筑
与文创美食融合的魅力。”
身后的工作人员则忙得

不可开交，店里生产的印有小
莲庄、嘉业藏书楼、刘氏梯号、
通津桥、百间楼等南浔古镇文
化地标的文创月饼广受顾客
欢迎。“现在一天订购量就在
    份左右，月饼不仅好看，
而且好吃。”刘霞表示，前几
天，来自沈阳、长春的游客现
场品尝后，还给亲戚朋友寄回
去几盒，说让他们也尝尝南方
江南古镇的味道。
为了让月饼更有地域特

色，该店经过反复试制，用芸
豆、芡实等多款粗粮为主原
料，与独家用料进行配比，使
月饼的味道甜而不腻，香甜
可口，回味无穷。
“我们一直在创新制作

文创月饼，从外盒的包装到
月饼的图案造型口味，都尽
可能融入传统文化和创新元

素。”刘霞表示。作为当地的美食企
业品牌，浔掌柜糕饼铺希望在保留
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提升，开发出更多非遗文创产品，让
更多游客“品尝”到南浔古镇背后文
化的味道，既用文化留住游客，也让
游客带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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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兴村“创业记”

 月  日，首届罗开富教育基金
颁发仪式在湖州南浔双林镇罗开富
小学举行，当天有   名师生获得首
届罗开富教育基金。

  多年前，罗开富先生为纪念和
发扬长征精神，从江西瑞金出发，途经
  个省（自治区），历经    天，成为
继工农红军之后第一个走完长征原路
全程、第一个翻越全部雪山、第一个横
穿草地中心沼泽地的新闻工作者。罗
开富是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莫蓉人，
罗开富小学便是由其捐赠改建而成
的。“重走长征路是罗开富先生的个人
壮举，也是罗开富小学的宝贵精神财
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传承和发扬好
长征精神，把长征精神渗透到学校教
育的方方面面，努力提升全校师生的
素养和品格。”罗开富小学党支部书
记、校长沈根良说。

“奖学金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
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这份责任要
求我们在未来的学习中，始终保持谦

虚、勤奋、进取的态度，不断追求自我
的提高和进步。”获奖学生代表、   
班张明辉表示。
据悉，罗开富教育基金由杭萧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捐赠设立，用于奖励
教育工作成绩显著的教师和品学兼
优的学生，以激励师生上进，促进教
育事业发展。据悉，首届罗开富教育
基金发放奖金   万元，奖项分别是
“优秀学生奖”“优秀教师奖”和“卓越
成就奖”等，当天有   名师生获得首
届罗开富教育基金。
“教育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根本，

是改变个人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重

要途径。从罗开富小学到此次教育基
金的颁发，罗开富教育基金在鼓励师
生积极进取、推动区域教育事业发展
上，将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努力。”杭
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双林镇秉持着“崇文重
教、崇义向善”的理念，把教育作为头
等大事，努力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
“建立罗开富教育基金，不仅为改善
学校办学条件、提升教学质量、激励
学生成长成才搭建起了一座坚实的
桥梁，更是推动乡村教育均衡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的强大动力。”
双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双
林镇将不断增强发展教育的责任感、
使命感，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想方设法保障教育投入，
让全体教育工作者安心从教、舒心乐
教，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首届罗开富教育基金颁发
78名师生获 10万元奖助

文
化
特
派
员
扎
根
乡
村
﹃
种
文
化
﹄

最近这段时间，湖州市
市级文化特派员、浙江理工
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
计系副教授高宁正忙着对接
“一元茶馆青春版快闪店”落
地常驻事宜。
作为湖州南浔和孚镇荻

港村的文化特派员，如何活
化利用桑基鱼塘，令其在新
时代焕发新光彩，是高宁新
的“使命任务”。日前，由她主
持的《农遗新生———唤醒沉
睡的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荣
获了     “全球世界遗产教
育创新案例奖”（      ）
“未来之星奖”。她带领的团
队还开发设计了相关系列文
创产品及一款益智经营类线
上游戏，吸引更多人关注、了
解这项农业文化遗产。
从桑基鱼塘保护到发展

绫绢产业，从指导艺术乡建
到打造艺术乡村，奔赴基层
两个多月时间以来，省、市、
区三级文化特派员深入调研
摸家底、瞄准需求出实招，活
跃在乡野大地、田间地头。
用耳朵倾听，用脚步丈量。南浔

区级特派员、南浔区非遗馆负责人
徐萍到双林镇和睦社区报到后，花
了一个多礼拜时间进行实地走访调
研。“双林的文化底蕴和文脉传承都
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传承、
发展、繁荣绫绢这项非遗大有可
为。”徐萍计划，通过把绫绢产品融
入生活，用双林故事塑造品牌的形
式，积极推动非遗传承保护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把文
化存量转变为经济增量。
推动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

乡村覆盖，区级文化特派员、南浔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作人员丁云飞带
着优质科普文化资源如约而至。
“最开始，我一直思考，自己可以

为这里做些什么。”他走进了东迁街
道洋南村，这里距离中心城区较远，
公共资源配套不完善，于是，他把“青
少年宫”搬进了村文化礼堂。在刚刚
结束的暑假里，他积极链接资源，开
设了   课时的科普教育课堂，极大
增强了青少年的动手实践和思维转
化能力。
“摸需求”“送服务”“种文化”，

文化特派员们在为期两年的时间
里，开展文化服务供给、文化品牌打
造、文化资源挖掘、文化阵地提升、
文化产业帮扶等方面的工作，以文
化建设赋能乡村振兴。他们在基层
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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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周末，湖州南浔“非遗
里的中国”陈列馆讲解员丁铭露异常
忙碌，两天的时间，她接待了  批前来
研学的学生队伍。
“虽然陈列馆只开馆半个月，但是

大家都非常热情，每一位学生都对非
遗文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丁铭露
介绍道。作为陈列馆解说员，她不仅为
学生们讲解各省非遗项目的历史渊
源，还引导他们走进展厅，现场体验非
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据了解，非遗里的中国陈列馆共
分序厅、非遗长街、非遗工坊  个部
分。包含了《非遗里的中国》第一季所
涉及的浙江、河北等   省（自治区）的
精彩非遗项目、  位非遗传承人的

   多件非遗作品。不仅如此，陈列馆
还提供了动手实践的机会，据介绍，馆
内还设置了  个独立区域，用于非遗
项目体验和非遗文创转化，目前已开
发的非遗体验课程达到   余项。
“接下来，我们还将结合二十四

节气，邀请非遗传承人来馆内授课。”
陈列馆体验工坊研学负责人沈金香
表示。
近年来，湖州市南浔区依托丰厚

的民族文化底蕴，充分挖掘非遗文化，
探索出非遗项目的创新应用方式，不

断推出“非遗进校园”“非遗 研学”等
内容丰富，接下来，将大力拓展“非遗
 文创”“非遗  产业”“非遗  生活”
等发展路径，赋予非遗技艺新的生命
力，实现“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

“非遗里的中国”陈列馆参观者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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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一天可以卖掉    杯咖
啡，算上线上预订的，这个星期能入账
 万元……”近日，在位于浙江省湖州
市南浔区练市镇农兴村湖小羊乐园
里，“掼蛋”俱乐部主理人姚国芳正在
和村党支部书记黄国兴商量这个周末
的打卡活动。

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穷二白”
的农业村，“靠天吃饭”是村民唯一的
生计来源，还戴着贫困落后的“帽子”。
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姚云生回忆，
    年，在外办厂的黄国兴眼见家乡
“二十年如一日”，便自告奋勇回乡带
大家创业。当时，农兴村账面上负债达
   多万元，对黄国兴来说，首要任务
就是扭亏为盈。

改变原有模式才能创造更大空间，
黄国兴决定开展土地流转，把土地价值
利用最大化，来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
“土地流转是个新鲜事，大家没听过也
没干过，都以为流转之后土地就不是他
们的了。”黄国兴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
上门做工作，在村里开讲座，把大家的
思想统一起来，并在村里面带头作表率
开展流转，慢慢大家也都同意了。

农兴村在南浔区率先推动整村土

地流转，推进规模经营，成功流转土地
    亩。几年内，先后引进秋红果园
专业合作社、绿腾生态农业等多个现
代农业项目，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超  万元，带动  余名村民再就业。
沈明星是农兴村人，她在“家门

口”的绿腾农业公司上班超过十年，工
作是修剪葡萄，一年收入有  万多
元，加上土地出租的分红，日子越来越
好。短短  年，农兴村不仅还清债务，
还实现了盈余，村集体资产的“雪球”
越滚越大。与此同时，年轻人安心外出
打工、经商，或在农业企业的技术支持
下种植果树；年老的村民到园区进行
力所能及的工作，收入连年攀升。农兴
村先后获得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省
级美丽宜居村、省级合作创业村、省级
引领型农村、浙江善治示范村等一系
列荣誉称号。
这几年，结合村里发展的实际情

况，镇上和村里通过蹲点和调研，还发
放了上万张调查问卷，确定村里下阶段
的发展计划和需要引进的产业和项目。
凭借着标杆式的“样板乡村”和特

色的农文旅项目，农兴村逐渐“出圈”。
开办湖羊节，打造万亩农业大观园，发

展休闲观光农业，引入乌镇景区的人
流、商流，推动跨越式发展，光“五一”期
间，村营业性收入就达到  多万元。眼
下，在村里最“网红”的万奥卡丁车俱乐
部里，游客们正在体验“速度与激情”。
该俱乐部从动工到开业仅仅用了   
天，现在一年营收可以达到    多万
元，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达到七成左右。
现如今，农兴村产业业态不断丰

富，果树种植、村咖、民宿、游乐园等业
态相继成熟，村经营性收入达到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万
元。村里把资金投入到了村民需求最
强烈、基础最薄弱的公共服务保障环
节，从道路硬化、污水治理、村庄绿化、
垃圾中转站改建，到卫生服务站、日间
照料中心、幼儿园、菜场、超市等配套
设施建设，村民也有了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