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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珍惜这次‘汉藏情’支教经历，我爱这一

帮可爱的藏族孩子们！”近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汉藏情”支教团队带着不舍与感动，

与绍兴西藏民族中学的孩子们一一告别。

短短两周时间，支教团队成员与这群藏族

孩子早已建立起深厚感情。临别时，还收到了

孩子们送的哈达。这份寓意着祝福、感谢的珍

贵礼物，承载的是藏族孩子们满满的心意，这

也是对浙大宁波理工学院 12 年“汉藏情”接力

的肯定。

这把越燃越旺的“汉藏情”薪火，还要从2008

年说起。

作为内地创办的首批西藏班（校）之一，绍兴

西藏民族中学招收的学生是全国最多的。

“全国每年约有1500名西藏孩子进入内地的

民族中学，而我们学校达 200 余名。”绍兴西藏民

族中学副校长唐妙祥介绍。

藏族“小候鸟们”带着家乡父老的嘱托，从雪

域高原千里迢迢来到江南水乡进行学习。这些可

爱的同学不仅仅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也是促进汉藏一家亲的交流使者。

2008年，绍兴西藏民族中学和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外国语学院签署大学生暑期实践基地协议。

自此，如何让藏族孩子过上充实、快乐的暑期，成

了两校的共同牵挂。为藏族孩子们的英语学习贡

献力量，为远离家乡暑假留守在南方求学的藏族

孩子们带来温暖也成了浙大宁理人心照不宣的承

诺。

截至今年，已有 160 余名浙大宁理学子参与

支教活动。

12 年光阴飞逝，曾经的小候鸟们早已长大成

人，而“汉藏情”支教团队仍未停下步伐。

他们共同的愿望便是能够在藏族孩子心里种

下希望的种子，帮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努力学习，

提升成绩，待学业有成，能够反哺社会，为学校、为

家乡、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初一（3）班的索娜措吉在临别时这样说：“老

师，我将来读了大学也想要像你们一样，我要回我

们西藏当支教老师！”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林丹虹 倪诗茵 董海云

12年薪火接力
就为让这些西藏来的

“小候鸟们”快乐过暑假

2020 年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

平）考 试 即 将 开 始 报 名 啦 ，报 名 时 间 为 8 月 10

日-9 月 3 日。这场国家级的考试，无学历、年龄、

专业要求，一向被认为是求职敲门砖、晋升金钥

匙，所获得的证书全国通用，所以一直以来倍受关

注。

软件考试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含金量高，是

IT 领域唯一国家级职业资格考试，人社部、工信部

共同组织并颁发证书。通过中级及以上考试获得证

书后，可在杭州直接积分（职称）落户。通过相应级

别考试后，无需评审，可根据单位实际情况，聘任相

应的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企业还对取得相应级别证

书的员工给予了升职加薪。

本次考试定于 11 月 7 日和 11 月 8 日进行。具

体安排如下：

时间：11月7日

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系统架构设计师、

网络规划设计师

中级：软件设计师、信息系统监理师、软件评测

师、信息安全工程师、多媒体应用设计师

初级：程序员、信息系统运行管理员、信息处理

技术员

时间：11月8日

高级：系统分析师、系统规划与管理师

中级：网络工程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

信息系统管理工程师、嵌入式系统设计师、电子商务

设计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

初级：网络管理员

2020年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即将报名

本报记者 王湛 通讯员 严诗忆

前几年，实践团调研发现，属于高山蔬菜的高

升辣椒，色泽鲜润、辣味纯正，因其品质佳而远近闻

名，不仅销往开化县城，而且还会有安徽、江西的客

人前来批量订购。

两年多前，在吴殿星教授及其团队的建议

下，村民们不再直接丢弃品质较差的高升辣椒，

而是尝试将其作为饵料喂鱼，并确定了草鱼与鲤

鱼等适用于这种养殖方式的鱼种。因辣椒中富

含各类维生素，经过高升辣椒喂养的清水鱼，肉

质更为鲜嫩，蛋白质含量也有相应提高，同时还

解决了品质较差的辣椒的处理问题，助推了高升

村的农业发展。

除了吃上了辣椒，当地的清水鱼还吃上了水

稻。这种水稻轻轻用力即可折断，被称为“脆稻”，

这也是吴殿星老师和他的团队特地为高升村养鱼

选育的品种，脆稻的鲜重产量较一般的草料高，用

该特种水稻喂鱼，还可显著提高鱼的消化吸收率，

鱼排出的粪便少，鱼塘更容易清理。

在鱼塘边，吴殿星教授轻松折下一些脆稻的茎

叶扔入清水鱼塘中，脆稻浮清水，没过多久，就被塘

中的清水鱼争抢而吃净。鱼塘边的稻田中，村民还

利用彩稻种出了清水鱼的图案，仿佛鱼在水中游，

也在稻中游。清水鱼塘也形成了独特而优美的农

业景观，具有良好的旅游发展前景。

高升村在对适宜当地的主要农作物水稻、高山

辣椒、中药材等通过品种优化实现提质增效的同

时，以清水鱼为纽带进行了产业串联。其他特色农

业也围绕清水鱼相应展开发展，围绕养好清水鱼，

从增加营养（喂富含维生素的辣椒、富含花青素的

彩色番薯）、增强抗病（喂中药材薏苡仁和三叶青）、

净水促养省工（喂脆稻）三方面出发，养出的清水鱼

已是西湖国宾馆的特供菜。

而且，脆稻谷秆两用，实现秸秆综合利用，用新

鲜脆稻喂鱼和兔子，把余下的稻秆磨成粉末，替代

米糠，可以为鸡和猪“减肥”，发展高端养殖业；薏苡

与三叶青等中药材，既可用以药膳，也可以制特色

酒或茶，叶可以喂鱼，秆可养殖动物，替代部分抗生

素，以发展中药鱼、鸡等，实现药饲多用。

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作物的利用率，同时促进

了村民们的增产增收，高升村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生

态特色经济模式也极具借鉴与现实意义。

据高升村书记张顺良说，高升辣椒每年 2-3

月播种，4-5 月便可结实，直到 12 月，每月均可收

获。村中目前有集体鱼塘十多亩，加上村民们自有

的鱼塘共计 300 多亩，清水鱼的名气打响后，高升

村日益“高升”。

并且，浙江大学团队研究当地问题，改良研发

了“脆稻”，实现了优化品种的同时，以脆稻、辣椒喂

鱼，打造了以清水鱼为纽带进行产业串联的循环农

业，有效地促进乡村振兴。这种因地制宜发展山区

生态特色经济的生产方式，可以尝试推广到更多的

乡村地区，改善当地农业现状，促进产业发展实现

乡村增收。

开化县何田乡高升村

位于海拔 500 多米的山区，过

去是典型的“空壳村”。然而近两

年，高升村以“清水鱼+彩稻+高升辣

椒”这样因地制宜的特色农业生产方式，

快速发展了起来，这一切变化得益于浙江大

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吴殿星教授团队的科研

成果。

最近，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赴浙

江金华衢州功能及特色农作物品种助力乡

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团，就来到了“浙

江大学—开化县何田乡乡村振兴

产业扶持示范基地”高升村。

当清水鱼遇上辣椒和脆稻
“空壳村”真成了“高升村”

浙大团队助力山区乡村发展的这种模式，值得推广

扫一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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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小时新闻

浙大农学院师生与

高升村村民共探脆

稻鱼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