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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景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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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花卉，茶艺，小吃
这里是生态百科“现场秀”

“这是金斑蝶，这是蜣螂正在推粪球

⋯⋯”

“探昆虫世界”的展位上，植物保护专业

182 班的何小芳同学正在向周围的观众介

绍玻璃罩子里的精美昆虫标本，这些美丽的

动物仿佛活的一样，吸引了大批学生和孩子

驻足观赏。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作品哟！”何小芳

很自豪地介绍，“有一个作品还是昆虫和机

械齿轮结合的艺术品。”

她指着展台上另一批巨大的蝴蝶标本

说，还有一些是国外进口的标本，是本地没

有的品种。

昆虫展位可以说是丰收节上人气最旺

的展区，因为不仅有漂亮的标本可以看，还

能通过猜谜语获得标本纪念品。

更神奇的是，这里还有吃的。展位上放

着很多盘子，里面是各种被做成食物的昆

虫，有一位老师当场在炒锅里炒蜂蛹，诱人

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不过，香虽香，敢于

大快朵颐的人还不是很多，一些胆大的人拿

起一点尝尝，部分胆小的同学只敢看看。

在“品悠悠茶香”展区里，除了奶茶、普

洱茶以外，同学们还展示了一款来自云南村

落里产的红茶。

“这是一个扶贫项目，它的制作工艺和

普通的红茶不一样，更耐冲泡。”植物保护

192 班的沈梦娇告诉记者，“我们帮助这个

村庄推广这款红茶，给大家品尝了以后如果

喜欢，就可以帮他们销售。”

挖番薯、掰玉米
在劳动中厚植“三农”情怀

农作园里的田野丰收比赛是丰收节

中的重头戏。田野里人声鼎沸，青菜、

萝卜、番薯和玉米四个场地里，参加

比赛的大人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潘先生一家在挖番薯比赛中，

2个大人和2个孩子一共挖了2筐共

30公斤的番薯，在25组家庭里勇夺

第一。“我们四个人分工明确，2个女儿

负责找番薯，我负责挖，妈妈在边上捡

漏。”潘先生说，“学校老师和同学把番薯地种

得非常好，我们挖的那一垄番薯特别肥。”

说到带孩子来参加丰收节的原因，潘先

生表示，家里的大人们平时工作很忙，孩子学

习也挺累，所以趁这个机会让孩子们劳逸结

合。“我想让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农业生产、作

物丰收的过程。孩子们在城市里呆久了，难得

体验这种生活模式，所以参加这个活动不仅可

以让孩子增长见识，还可以让他们锻炼身体。”

师生丰收节是由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宣

传部、党委学工部、学生处、工会、团委、农业

与食品科学学院共同举办的活动，自 2011

年开始已连续举办近 10 届，并成为了学校

乃至临安地区的特色活动。

丰收节就是一堂在田间地头的思政课。

学校通过这场一年一度的盛会，不断为师生筑

牢强农兴农的思想基础。并且在专业教学的

基础上，深度结合学科专业特色，围绕农事

农活体验、农耕文化传

承等主题，让师生在感

受农耕文化、体验农事

生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时，增强“三农”情怀。

掰玉米、拔萝卜、挖番薯、割青菜⋯⋯10月24日上午，一堂别样的劳动思政课在浙江农林大学校园的农作

园里生动上演，300余名师生，以及周边地区的家长和孩子们在丰收的喜悦氛围中“玩”得热火朝天。

与此同时，该校农学院的师生们还在 5 个品鉴展区里分享了丰富多彩的展品：“探昆虫世界”、“赏金秋花

果”、“品悠悠茶香”、“寻非你莫‘薯’”和“享创新‘食’代”，每个摊位前也都排起长队。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沈月琴

作为浙江省唯一省属农林类高校，浙江农林大学

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

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新农人时代使命，紧

紧围绕浙江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坚持文化育人，传承

历史根脉，涵养传统文化，积极培育校园农耕文化品

牌，大力弘扬“情系‘三农’、心系民生”的价值追求，有

效推进农耕文化传承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融合发展，

聚焦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引导师生树立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共同理想，强化“三农”情怀、争当“三

农”人才，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育人成效。

学校从2007年开始深入实施“七彩新农人”农耕

文化育人计划，有效构建了“面对面”农耕文化育人载

体、“肩并肩”农耕文化育人氛围、“手拉手”农耕文化育

人体系、“心连心”农耕文化育人机制，以农耕心、以文

化人、以行践知，把思政课从课堂搬到课外、从一课堂

搬到二三课堂，切实引导广大青年努力成为农业文化

的传承者、农业文明的传播者、农业产业的服务者和农

业创新的引领者，不仅让学生在脚踩大地、扎根人民的

鲜活实践中坚定了理想信念、锻炼出过硬本领，也让基

层群众得到实惠、基层阵地得到巩固。

经过十余年的探索实践，学校农耕文化育人工作

成效显著：涉农学科毕业生就业对口率在80%以上；农

业创业势头较好，涌现了一批如“全国就业创业先进个

人”、“最美浙江人——2012青春领袖”杨珍、“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单幼霞、“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马嘉诚、

“浙江省农业创业杰出青年”唐海峰等典型；学校被授

予“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农业与食品科学学院党委书记 汪和生

丰收节是一个品牌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

为了培养现代农业的接班人和乡村振兴的建

设者。所以我们在这个农作园里搭建了这个

平台，这里有许多学生的责任田，通过自己的努

力获得丰收，让同学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丰

收的喜悦和劳动的伟大和光荣。

农作园今年进行了精心的提升改造，学院把它

打造成生态教育基地。未来，我们还将把现代化的农

业设施体现在农作园里。例如，以后会有智慧系统感

知农作物，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农作物的温度、湿度等

信息，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可以打开相应的设施进行调

控。

浙农林大农学院一直高度重视学生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学科专业特

色，按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这一农

业生产规律，以增强广大青年学生“爱

农、志农、学农、强农”的情怀为目标，以

农作园和茗茶园等为主要阵地，以“一体

化设计、项目化运作”的活动方式，以“依

托专业、贴近生活、丰富有趣”的总体要求，

打造一系列农业特色鲜明、形式丰富多样、师生

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进一步筑牢强农兴农思想基础，

强化农耕活动协同育人，构建长效机制力求成效，不断

厚植师生“三农”情怀，传承发扬传统农耕文化。

情系“三农”
培养现代农业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