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好保护石头民房
农家乐为村民造福

浙江金华磐安县乌石村，因为当地村民

就地取材火山乌石造房子，由此得名。这个

村庄的石头房宛如艺术家的作品，色彩斑驳、

富有野趣。如今，许多石头房子已经装修成

了咖啡屋、农家乐，成为当地村民致富的源

泉。

然而 10 多年前，这还是个穷困的乡村。

“我们了解到 10 几年前，乌石村的人均年收

入才三四千元。但是现在已经突破七万元，

是个奇迹。”浙师大地理与环境学院学生徐铭

晖告诉记者。为了探寻“乌石模式”，他们这

支暑期实践小分队驻扎在这个村庄，走访村

民。

当年的村支书张财瑶如今开着农家乐，

是这里最早开业的农家乐之一。他的石头房

子有 60 多年的历史，还有个非常诗意的名

字：“怡情石屋”。

这里的农家乐是 2005 年开始办的。当

地人起初并不想开农家乐。村干部带头开，

张财瑶当时就动员了三四户一起办，总共只

有40多个床位，第一批客人还是县里帮忙动

员的一批金华游客，免费大巴带他们来，每个

人的住宿费只有35元。

“从那之后，我们村里很多人家里都开起

农家乐。去年，村里已经有120多家农家乐，

3000多个床位，营业额从一开始的几万到去

年的1.3个亿。”

“在这 15 天的暑期社会实践中，我们通

过学习调查等方式，了解到浙江美丽乡村的

发展变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给村民带来的

利好。”程景平同学说。

办影展、做调研、开微党课
大学生忙得热火朝天

在为期两周的乡村暑期实践中，浙师大

学生们不仅聆听了村民们的故事，更是为这

些村庄贡献出当代大学生的智慧。办摄影

展、制作村庄的模型、为金婚村民拍摄婚纱

照、给当地的孩子上微党课等等活动让他们

忙得不亦乐乎。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学生带着自己专

业的调研任务：节水节电调研、旅游规划调

研、民宿经济调研、红色文化调研⋯⋯两个星

期的日程被排得满满的。

一个乌石村模型，耗费了模型小组三天

三夜。“我们仅通过一张平面图和两天的实地

调研，进行一系列测量计算，将 19.36 万平方

米的乌石村通过 1:400 的比例尺制作成 1.2

米×1.2 米的模型。”景乐同学告诉记者，现

在，这个“迷你乌石村”的模型已经放置在当

地的文化礼堂。

“节水节电小组”经过六天调研，对乌石

村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的落实情况，以及当地

居民的节水节电意识进行了摸底。

浙师大的学生们还给当地的孩子上微党

课，培养他们的环保理念，帮助他们树立主人

翁意识。

余琴同学告诉记者，给孩子上微党课很

有难度，因为小朋友的认知水平有限，而微党

课有很强的理论性。于是大学生们想出了

“你拼我凑，共绘云上乡村”的拼图游戏环节，

激发小朋友们学习的积极性。大家共同探讨

守护生态文明的金点子，为建设美丽乌石村

献计献策。

最后孩子们用彩笔在白纸上绘出乌石村

未来的美好模样，葱郁的绿树、蔚蓝的天空、

古朴的石屋，表明乌石新一代的追梦路开始

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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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景的思政课有风景的思政课

本报讯 日前，浙江大学博士生报告团来

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南宁市上林县、玉林市

博白县、梧州市苍梧县等地，开展以“从宜山

到宜州，一场浙大人的接力”为主题的暑期社

会实践。在实践中感受浙江大学西迁精神，

结合在校所学助力地方发展。

报告团此行共有来自浙大 9 个学院的

10 位同学，先是在宜州宜山纪念馆、西迁广

场、求是桥等地重温西迁历史，感受爱国情

怀，然后，走进宜州“双高”糖料蔗基地、博白

县超级水稻种植示范基地、博白县宝中宝养

殖场等地，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和田间地头，调

研实际情况。

同学们结合自身专业和当地需求开展

《广西甘蔗种植与发展》、《水稻育种研究进展

与展望》、《农村电子商务——乡村振兴、精准

扶贫的加速器》、《水稻肥料管理与现代农业》

等主题报告，并与相关人员进行讨论交流。

报告团还走进上林县明亮镇九龙村、白

圩镇龙宝村，博白县津木村、周垌村，苍梧县

木双镇西中村、木双村等地，从经济发展、贫

困帮扶、环境治理等多方面了解乡村振兴现

状并给出看法。

浙江大学博士生报告团成立于1997年，

先后组织1000余名博士生在全国10多个地

区开展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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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钱江晚报发起了

“有风景的思政课”之“红色暑期

实践”征集令，向全省高校征集

实践方案。这段时间，我们的

邮箱已经收到了一百多个实践

团队的投稿。

“乡村振兴”是当下大学生

暑期实践最关注的一个主题之

一，学生们赶赴浙江省的各个

乡村，体会新农村建设的发展。

今天率先亮相的是来自浙江师

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的暑期

实践队。

浙师大的这支暑假实践团

队兵分三路，寻访浙江11个乡

村，进行调研。

“红色暑期实践”征集令发出至今，收到一百多个团队投稿

大学生们走村入户忙调研
探寻“乌石模式”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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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暑期

实践队通过亲身体验，从认识浙江乡村振兴

的蝶变之路，去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进而主动投身浙江乡村振兴大业和社会

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去，为浙江乡村梦、伟

大中国梦的实现作出浙师地环人的贡献。

实践队通过开展“一篇‘两山理论’调研

稿、一堂乡村振兴微党课、一个乡村规划金点

子、一张红色研学路线图、一次美丽乡村摄影

展、一次环保科普宣传行、一封‘新思想’感悟

信”，这样的“七个一”活动，进行田野思政课。

三支队安排如下:

1.磐安乌石村驻村主队:组织中小学生暑

期夏令营；深入调查总结千万工程的浙江实

践——管头村“乌石模式”以及浙江乡村振兴

行动，并给予乌石村3.0版规划的现实指导。

2.浙北流动小分队：从嘉兴南湖出发，沿

着嘉善缪家村—德清仙潭村—安吉余村—安

吉鲁家村—安吉黄杜村—淳安下姜村这一线

路，寻访村民，调研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

3.学生回村调研队：发动来自乡村的学生，

回村进行调研走访，收集乡村今昔变化资料。

浙师大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张建珍

探寻初心 筑梦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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