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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商报

商报讯（记者 章瑚）近日，温州大学创业
团队温州小树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走进了温
州大学城附属学校，与学校签订了一份合作
协议。该创业团队手中的项目“小树云儿童
素拓”，今后将投入到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的
教学之中。

“小树云儿童素拓”是一个面向4-14岁
少年儿童的儿童素质拓展信息服务平台。该
平台携手文旅企业、素拓机构、实践基地及文
化场馆，提供涵盖户外实践、主题体验、城市
活动、志愿服务等儿童综合线下活动信息。

去年暑假双减政策刚下来，家长们喜忧
参半:喜的是孩子们减压了，忧的是周末假期
的活动安排成了难题——素拓机构、非遗基
地和文化场馆众多，去哪儿？怎么去？于是，
温大数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大学生
王若宇有了想法，他从去年9月份开始着手
组建团队，做这个项目。

王若宇的公司团队成员均为温大学生，
来自各个专业。大学生们发挥各自的专业特
长，开发了一个微信小程序，提供包括非遗、
艺术、体能、地方文化、研游学等多方面实践、
体验活动信息，累计上线图片1.2万余张，文
字量超15万。目前，该创业项目已入驻温州
大学创业园进行孵化，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创业训练计划推荐立项和校学生科研课题
（“挑战杯”专项）立项，斩获王孝安创新创业

培育奖金、中国“互联网+”大学上创新创业
大赛校金奖、“挑战杯”校赛铜奖，并获得了瓯
海区博物馆、文化馆的推荐，也对接了近千家
企业、机构，为一万多名用户提供了多种优质
服务。

近期，小树云儿童素拓“平台还上线了
AR盒子系列自营产品。这些产品以泰顺廊
桥、石拱桥等温州区域建筑为原型，制作成建
筑积木”小木盒“，内含科学视频、实验教具，
可培养儿童动手能力，帮助养成良好的劳动
习惯。其中，”外婆的石拱桥“在温州大学城
附属小学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也得到了该校
老师的认可，于是也就有了开头签订合作协
议的一幕。

将博物馆数字化，让地方文化更具体验
感，“小树云儿童素拓”团队还在做这样的设
计，他们利用VR等技术构筑虚拟博物馆，
实现全自动导览、沉浸式交互，为孩子打造
线上实景游；另一方面，团队将温州地方文
化打造成交互体验视频，兼具知识性和趣味
性，让孩子们成为最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讲述者。

“未来，我们也期待可以进一步扩大、加
深与文旅企业、素拓机构和文化场馆的合作，
共同打造除去家校之外的儿童素质拓展的第
三成长空间。”这名还在读大二的大学生创业
者王若宇说。

☉商报记者 章瑚

6月13日上午10点46分，由温州南始发前
往合肥的G7662次动车缓缓启动。“我们毕业
啦，温州再见！”一群年轻人使劲地挥手，有些年
轻女孩忍不住落下了眼泪。在站台上一边挥手
一边望着动车远去的，是他们的老师。上午11
点24分，由温州南始发前往上海虹桥的G7334
次动车也启动了，另一批毕业生踏上返乡旅程，
站台上再现温馨一幕。

疫情期间又遇上毕业季，为了减少路途中
的传播风险，让毕业生安全抵家，温州商学院与
铁路温州南站沟通协调，共包下两个班次的三
列车厢，护送130多名来自杭州、上海、江苏等
地的毕业生返乡。

当天一早，温州商学院2022届毕业生朱滢
收拾好两个大行李箱，出了寝室，直接坐上校园
摆渡车来到校门口，她与其他毕业生分乘4辆大
巴前往动车站。回家的车票学校已经帮她预订
好，她只需要准备好自己的行李、出门戴好口罩
就好。临行前，她和同学们还收到了人手一份
的特制“出站文牒”。

“兹有温州商学院2022届毕业生朱滢，乘坐
校方动车‘专列’G7334车次自温州始发返乡。承
蒙温州动车南站鼎力相助，‘疫’路护航，感恩感谢，

敬请沿线站点准予放行为盼!”凭着这份“出站文
牒”，朱滢和同学们穿过绿色通道，避开了排队的长
龙，直接奔赴站台。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学校里的
领导、老师都已经在此等候，老师们默默地帮学生
把行李箱搬进车厢，还不停叮嘱他们路途小心，以
后常回母校看看。“那一刻太想哭了！”朱滢说动车
启动时，许多同学望着站在站台上的学校老师，都
忍不住拿起手机记录下了离别的时刻。

据温州动车南站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为
毕业生统一预订的动车票属于学生优惠价，为
省却学生出站时需出示毕业证书的麻烦，特地
向上级铁路部门申请，由校方出具一份证明，沿
线站点即准予放行。

志愿者卢俊玮是温州商学院大三的学生，
当天，他和学校老师们一起在动车站忙碌着。
他说，大一的时候，是学长学姐将他们这些新生
迎进校园；大二的时候，他作为学长将大一新生
迎进校园；如今他将学长学姐们送上远行的动
车。等到大四的时候，也会有一批学弟学妹前
来为他送行。他说，互帮互助是温商院的传统，
学校也因此充满着活力。

“这次的活动是我们针对毕业生的一项精
准服务，让学生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乡，同时也可
以让学生在离开母校时感受到学校对他们的关
心和温情。”该校校长助理胡江说。

润物无声
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力量所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立德树人”的灵魂工程，而高校思政工作者是这一灵魂工程的组

织者、实施者、指导者。本栏目的每篇案例都来自温州高校思政工作的生动实践，他们从一线思政工作者的视角，带领我们一窥当下大
学生群体的学习、生活、工作现状，去领略他们是如何一步步成长成才，成为国家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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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按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非遗文化中

温理工大学生成为新业态行业设计师

温州大学创业团队助力儿童素质拓展
涵盖户外实践、主题体验、城市活动、志愿服务等

商报讯（记者 章瑚）“香囊里面装的都是
什么药材？”“薄荷糖是怎么做的？”“紫苏的叶
子是紫色的么？”温州大学附属茶山第二幼儿
园的小娃娃们瞪大了眼睛，听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中药课。近日，温州医科大学的药学院开展
了一系列“中医药走进幼儿园”的主题党日活
动，为小朋友们普及中医药方面的小知识。

现场活动中，温医大中药学系教师潘晓
军向小朋友们介绍了香包里面所含的中
药——艾叶、紫苏、丁香、薄荷等，带领大家

“辨药闻香”。整个课堂生动有趣，小朋友们
积极举手发言，都对中药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接着，党员志愿者们分发香包材料，帮助
小朋友们一起将含有多种中草药的内胆塞入
漂亮的香包内，将香包袋拉紧，完成带着中药
清香的驱蚊香包。

为了普及中医药专业知识，传承发扬中
药特色文化，自今年4月以来，温医大药学院
中药学党支部依托学校的百草园开展了各种
中医药宣传教育系列活动，比如带着温大附
属茶山第一实验幼儿园学生参观百草园，用
简单生动的语言介绍蒲公英、艾草、薄荷等生
活常用中药，激发了孩子们对中医药的学习
兴趣和热情。

定制“出站文牒”、包下车厢，只为送毕业生返乡

温州商学院这一举动霸气又暖心

温州医科大学将中医药知识送进幼儿园

☉商报记者 章瑚

刘懿马上就要毕业了，他刚考上温州大学
研究生，即将迈入新的征程。但作为温州理工
学院设计艺术专业的学生，他每天课后都要去
一趟“瓯窑工坊”，去体会瓯窑的魅力。

刘懿喜欢的“瓯窑工坊”属于温州理工学院
的非遗工坊建设项目。为了将“瓯文化”传承全
方位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创新创业教育、
美育设计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学校于
2020年成立了“非遗工坊”，根据不同的专业特
色开设各种非遗主题的课程，让学生们的想法
生根发芽，也使得温州的非遗文化得以传承和
创新。

活性教育激发创业激情
非遗工坊引进瓯窑、漆艺等优秀传统非遗

项目，组建了瓯窑工作坊、漆艺实践工作坊等艺
术学生社团，还聘请非遗传承人、名家、社团指
导师进行共同指导，学校鼓励学生将新文化、新
时尚、新科技注入传统非遗作品。邹金町既是
该校设计艺术学院学生工作的负责人，也是瓯

窑工坊创新创业项目第一指导老师。他从一开
始就注意到了学生刘懿。

“刘懿是学生会的学生干部，工作积极，学
习上进，对传统非遗文化极其爱好，喜欢自己去
琢磨。当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如何将创新创业与
传统非遗项目串联起来时，刘懿便提出了将瓯
窑实践工作坊的部分学生团队打造成立公司的
想法。”邹老师高兴极了，这一想法与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于是，他鼓励刘懿
让想法落地。

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当年的6月，刘懿
的“瓯越韵”公司成立了。

老师相助促进学生发展
这是一个集室内瓷器定制设计、手工课程

体验、瓯窑作品展览、公益活动合作于一体的大
学生自主创业工作室。但在公司组建前期，刘
懿遭遇了一堆的麻烦，好在，他遇到了邹金町。

刘懿没有足够的资金，也出不起场地费，邹
老师帮助其筹集资金、吸收合伙人，还申请到了
学校的创业园场地。为促进公司发展，邹老师
联合非遗大师以技术入股刘懿的公司。邹老师

还鼓励学生将艺术品文创化，结合现代工业设
计和互联网思维，探索非遗文化的新路子。

在邹金町的帮助下，刘懿从一名普通的创
业者转为新业态行业设计师。他带领着自己的
团队，结合开展电商、直播的线上多平台销售模
式，让这些富含现代元素的瓯窑，以一种创新的
姿态闪亮登场。

不忘反哺社会和母校
“邹老师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教我

们做事、做人。”刘懿说，在老师的帮助下，他不
仅管理好了公司，也大大增强了信心。大三后
他的学习成绩一跃而上，荣获了学校一等奖学
金，对人对事也变得更加自信阳光。

得到帮助的刘懿也不忘感恩。刘懿的公司
以招收设计师的名义聘用了多名在校贫困大学
生，让他们能够在瓯窑上勾勒出自己的创意设
计，让这些原本因家境贫困而自卑的同学变得自
信了。刘懿带着团队不定期地开展义卖活动，将
活动所得的收入全部投入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中。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志愿者，他还将瓯
窑技艺带入小学，让更多的孩子认识瓯窑。

如今的刘懿将开启崭新的研究生学习生
涯，他将继续探索传统瓯越文化和现代设计创
意的结合，继续创新创业之路，而他的非遗传承
人生也将跨入一个新的阶段。

高校探索全新教育方式
从一个非遗工坊建设项目中走出一家公

司，还走出一批自信满满的大学生，“瓯窑工坊”
无疑是很成功的。这一项目还荣获了浙江省大
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金奖、省大学生艺术节
工作坊项目一等奖、美育创新案例一等奖等荣
誉。

如今学院还陆续组建了漆器工坊、传统手
工俱乐部、细纹刻纸工作室等一系列专业性工
坊社团，把一批批“活跃学生”吸引到这些专业
社团中来，一起做项目、订方案、动手实操。

“非遗工坊建设项目以一种全新的教育方
式，对吃苦耐劳的匠心精神进行弘扬，对传统文
化进行实践创新。”设计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明刚
表示，新时代大学生有更强的好奇心、更丰沛的
精力、更多的创造力，而温州理工学院里也还会
培养出更多个“刘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