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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我在‘平湖职工之家’微信公众号

上报名参加了市总工会开设的‘美好生

活·平工学堂’生态瓶制作公益课。在

课堂老师的讲解下，我孩子了解了生态

系统的运作过程，同时一起制作生态瓶

的过程也成为了我们难忘的亲子时

光。”家住当湖街道东湖社区的王先生

说，这样的课程在他们这类宝爸人群中

非常受欢迎，很多课程还常常“一座难

求”，十分火爆。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

的亲子陪伴时光是一件幸运事，也是他

们所推崇的生活方式。

【盘点】

我市将满足广大职工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重要抓手，开展了
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教育教学。
市总工会社区教育中心积极打造的

“职工之家·职工夜校”新模式，通过
聚焦工学服务、整合两化资源、赋能
职工成长、助推工会活力，为职工提
供自我提升、互学互助、交友联谊的
新场所，搭建联系职工、服务职工的
新窗口，形成“学到职工之家，学在职
工夜校”的新风尚，全年参与夜学职
工达2100人次。广陈成校则与体育
项目相结合，先后开设了乒乓球培
训、龙舟培训、棒垒球培训、太极拳培
训4个课程，受益学员100多人。乍
浦成校积极组织并开展了美容美妆
与古风舞蹈的夜间培训课程，旨在为
中青年人提供一个结识同好、社交互
动的平台，同时推广和普及美容美妆
知识，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人们的
学习不再是为了获得一纸文凭，而是
为了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完善自我
的非功利价值。iPad绘画、摄影、手
语、ChatGPT应用、茶艺、亲子教育
等，这些在学校教育中较少涉及，而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时常遇到的内
容，在夜校中都有涉及。

“为了精准匹配供需，我们采用
‘线上问卷’的方式，就时间安排、场
地选择、课程设计等方面主动问需。
根据调查问卷分析，聚焦中青年居民
的现实需求和兴趣爱好，推出了 16
项培训菜单，涵盖成人高中、育婴员、
汽车维修、非洲鼓、现代舞、视频拍摄
剪辑、游泳、有声书配音等一系列实
用性强、烟火味浓的课程，充分满足
中青年多样化需求。”平湖市当湖街
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陈伟介绍
说，该校还根据师资和硬件条件，暂
时保留了部分无法立即开展的课程，
待条件成熟时推出，包括化妆、拳击、
素食主义、咖啡品鉴、脆皮青年养生
局等项目。此外，课程上课时间全部
安排在晚上6点以后，有效解决了中
青年居民的“工学矛盾”，让学员能够
学得踏实、学得尽兴。

我市“青蓝夜校”项目聚焦中青
年“八小时外”多方面的需求，通过全
市区域范围内进行资源整合，实现

“县级开放大学（社区学院）+镇（街
道）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社区教育中
心）+职业类学校+成员单位”的全域
辐射与资源整合模式。项目的成功
开展，不仅推动了终身学习理念在社
会的普及和深入，还为中青年学习赋
能、提升涵养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
平湖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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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去年 7月，新埭成校开

启了一场意义非凡的助残行

动。该行动是与市残联通力

合作，推动“残疾人就业能力

提升”助残共富项目落地生

根的重要实践。通过构建丰

富多元的培训体系，使得双

证制文化课程与生活技能培

训相辅相成。学员们在完成

学业且成绩合格后，将被授

予成人高中学历，学历教育

犹如坚实的基石，为他们的

知识储备打下深厚根基，开

启智慧之门。

【盘点】

“青蓝夜校”赋能“教育
共富”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新
埭成校一直致力于为广大社
区居民提供优质的继续教育
机会，提升其教育学历、职业
技能及综合素养，在各方不
懈的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
的显著成效。

在当前学历教育的格
局下，双证制高中模式正
蓬勃发展，它不仅注重学
生基础学科知识的传授，
使其达到高中阶段的学业
标准，同时还强化职业技
能培训，学生毕业时可获
得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
书，为直接就业或继续深
造打下坚实基础。新埭成
校现有 3 个大专班和 1 个
本科班，教学中注重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培养适应
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
才，无论是学术型本科还
是应用型大专，都在各自
领域发挥优势，与双证制
高中形成完整的学历教育
链条，共同助力学子们实
现人生理想与价值，满足
社会多元化的人才需求，
推动教育与经济社会协同
发展。

陈良杰是浙江开放大学
平湖学院2022春季工程管理
本科学员，在读期间，他通过
不断提升学历与技能水平，先
后获得市、省、全国残疾人职
业技能大赛计算机文本处理
第一名，第十届国际残疾人职
业技能大赛文本设计项目世
界冠军等荣誉。“通过自己的
努力学习，将掌握的一些技能
本领运用到公司相关技术的
研发上，为公司节约生产成
本，创造更多的效益。我感觉
这个过程很有成就感和价值
感。”陈良杰说。

教育，也是实现共同富
裕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
种社会教育形式，“青蓝夜
校”始终承担着提升教育水
平、提高文化素质的社会职
责。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
的夜校不断与时俱进，通过
在规范的培训中设置成人高
中、成人专科等课程，为有志
于提升学历的学员提供更多
的便利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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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每周二晚上，林埭镇保丰

村“文化礼堂”的学习氛围总

是非常浓厚，村民们在一起参

加公益书法班的学习。通过

老师的篆书教学，学员从一开

始的握笔画圈到去年11月初

可以拿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展

示，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有效

提升了对书法艺术的感受能

力。

林埭成校以龙乡书苑为

切入点，进一步加强管理，目

前学员有 30人，为来自全镇

各村社区的农民群众。“青蓝

夜校”为全镇居民搭建起结识

同好与社交互动的平台，成为

乡下一种新潮的生活方式，进

一步推进“终身教育普惠共

享”，实施并赋能“优学平湖”。

【盘点】

为更好地满足本地区农
民的学习需求，我市“青蓝夜
校”在项目开发与推进中，始
终坚持需求导向，通过社区教
育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深
入农村的方式，了解农民的实
际需求，确保课程设置符合农
民的口味。

我市各镇街道成校结合
当地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的教
育。如：独山港成校通过“你
点单—我买单”的服务模式，
开设了学历教育、广场舞、八
段锦、中式面点等课程，深受
农民欢迎。广陈成校则开设
了乒乓球、龙舟、棒垒球、太极
拳等兴趣爱好类课程，丰富了
农民的业余生活；新仓成校根
据新仓镇的产业特点，开设了
服装设计、机械操作、电子技
术等职业技能培训课程，帮助
农民掌握专业技能，增强就业
竞争力。这些课程的设置，不
仅满足了农民多样化的精神
文化需求，也激发了他们的学
习热情，变“要我学”为“我要
学”。曹桥成校以“健康生活”
为主题，开展多项百姓喜闻乐
见的课程，促进了邻里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增强了社区凝聚
力，营造了和谐友爱的社区氛
围。

“我感到这是一项实用技
术，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很有
帮助。授课老师也十分专业，
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还
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学员
朱春华在参加了“青蓝夜校”
的汽车修理培训课程后收获
颇丰。“青蓝夜校”赋能乡村

“教育共富”的实践，通过精准
的需求导向、多元化的课程设
置与服务形式、专业化的师资
队伍、校企合作与特色文化的
融合，不仅提升了农民的技能
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丰富了他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了农
村地区的全面发展。未来，我
市将不断优化课程设置，提升
教学质量，进一步扩大优质

“夜校”服务覆盖面，为乡村振
兴注入更多的活力。

以“青蓝夜校”为媒
点亮“教育共富”之光

■记者 戴绯绯 通讯员 袁凤燕

在平湖，年轻的上班族们在忙碌之余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另一片天地。

学习对于他们而言，是成长进阶的稳固阶梯，让青春的奋斗更具底气，向着

远方的目标逐光奋进。

过去一年，他们的生活中有了一盏明灯——“青蓝夜校”。

在平湖派琵琶课中，感受到传统音乐的魅力；在飞盘课上，体验运动带

来的酣畅淋漓；在服装设计课程中，老师悉心传授实用的专业技能，增强学

员就业竞争力；民间剪纸和圆作通过动手实践，使学员体味其中的文化内

涵……一堂堂“青蓝夜校”的特色课程，是我市“青蓝夜校”赋能“教育共富”

专项行动的一次次生动实践，满足了中青年群体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青蓝夜校’是2023年10月浙

江开放大学率先创新推出的教

育品牌项目，其入选了

2024年浙江省‘走读

浙江’优秀作品和

推进新时代‘夜校’服务优秀案例。‘青蓝夜校’的出现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学习平湖地方特色非遗传统文化、掌握职业技能、提升生活品质等，颇受大

众欢迎。”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平湖社区学院党支部副书记、副院长（正

校级）马红雷介绍说。去年3月底，我市开展“青蓝夜校”赋能“教育共富”

专项行动，探索实践“县级开放大学（社区学院）+镇（街道）成人文化技术

学校（社区教育中心）+职业类学校+成员单位”的县域资源整合模式，以学

习需求为导向，打造多元化课程供给，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技能水平和文

化素养，助力乡村振兴。目前，我市已开设138个班级，培训学员达到

37374人次，形成了具有特色与亮点的社区教育品牌项目。

全国荣誉

●2023年度国家开放大学招生工作先进集体：

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2024年全国新时代“百姓学习之星”、浙江省

“百姓学习之星”：姚爱英

●国家老年大学2024年全国老年教育书画类教

学成果展（书法作品）优秀作品：顾国英《隶书·

陶渊明诗 归园田居》

●国家老年大学2024年全国老年教育书画类优

秀指导教师：龚国铭

浙江省级荣誉

●浙江省教育共富工作样板学校：浙江开放大

学平湖学院

●2024年浙江省现代化学校（社区学校）：平湖

市独山港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2024年全省开放大学办学评价A等单位：浙

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2024年浙江省推进新时代“夜校”服务优秀案

例：《平湖市县域资源整合的“青蓝夜校”项目推

进案例》（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平湖社区学

院）

●2023年度浙江开放大学招生工作优胜集体：

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浙江开放大学 2024年学位管理工作先进单

位：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浙江开放大学 2024年线下教学工作优秀单

位：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浙江省 2024年服务终身学习相关项目（老年

教育优质社会力量办学点）：平湖市当湖街道水

洞埭社区杏福里老年教学点

●2024年浙江老年开放大学“炫彩夕阳”老年教

育学习成果展示活动三等奖：《远航 腾飞》

●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弘扬教育

家精神 讲好社区教育故事”推荐：陈伟

嘉兴市级荣誉

●2023年度嘉兴全市各县(市、区)社区（教育）学

院考核一等奖：平湖社区学院

●2023年度嘉兴开大系统招生与注册工作先进

单位：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2023年度嘉兴开大系统社区教育与老年教育

工作先进单位：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2023年度嘉兴开大系统教科研与竞赛工作先

进单位：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

●嘉兴市十大“学习型社区”：当湖街道凤凰社区

●嘉兴市十大“学习型社团”：当湖街道乐龄悦

读读书会、新仓镇民俗舞蹈社团

●嘉兴市十大“学习型家庭”：乍浦镇陆秀珍家

庭、当湖街道俞孟誉家庭

●嘉兴市十大“百姓学习之星”：曹桥街道王中英

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学生荣誉

国家开放大学奖学金

高 洁 张盼华 程歆媛 刘欣欣 高旭新

冯 燕 陈诗旖 孙 律 孙新海 侯艳丽

瞿美娟 钱静芬 宋月虹 丁越媛 陈良杰

金甜甜 胡兰兰

浙江开放大学奖学金

张丽红 顾 孝 徐 兵 唐德超 王俊霞

陆永超 丰付平 周海生 张丽芬 江 蓝

高 媛 金晓平 薛钧尹 唐依婷 谢宇萍

俞佳蕾

浙江开放大学优秀毕业生

华小琴 陈香梅 章 佩 曹小琴 沈小芳

陈良杰 金甜甜

嘉兴广播电视大学优秀毕业生

王怡琛 李建峰 夏联华 谢晓莉 陈 苗

邵 玲 卞华华 汤莹莹 李艳玲 孙 叶

张海燕 郑 影 胡春艳 朱叶红 陈 兰

陈莹莹 张 能 陆敏艳 周晓红 叶曙颖

朱佳晓 彭阶元 王 凯

浙江开放大学平湖学院优秀毕业生

王盼盼 沈 方 吴娇娇 张 俞 郭晓强

金亚芳 沈峰峰 于 琦 马君君 周传宝

尹景超 张玲玲 张 臻 周勤良 江 娟

张 海 刘星雨 朱丽芳 沈晓凤 钱远峰

姜 啸 李 鸣 王 丽 朱海红 朱俊平

邹 梅 张 强 韩冬艳 陈 红 陶晨晓

徐晓平 陈月月 李彩霞 钱 慧 张 瑜

周家岩 费红娟 金佳丽 吕蒋栋 吴金月

刘永池 任春东 王 健 朱 润 沈 伟

张良明 王 珈 钱永忠

国家开放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张 屹

浙江开放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沈思佳

平湖市成人教育平湖市成人教育
与社区教育荣誉与社区教育荣誉

平湖市成人教育与社区教育荣誉

【看点】

学员王婷婷在参加面点制作培

训后，凭借精湛的技艺与创新思维，

开设了“钟埭面点坊”，将传统面点与

健康食材相结合，产品畅销周边社

区，还带动周边 8位居民就业创业，

成为地方传统美食创业的典范。

在育婴培训领域，学员马丹凭借

出色的专业技能，加入钟埭街道育婴

行业，被评为“街道年度优秀育婴

师”，辐射服务20人。其服务案例被

街道报道，吸引了更多人投身家政服

务行业提升技能，在家政市场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与品牌形象，彰显了“青

蓝夜校”培训的高质量与高成效。

【盘点】

在“夜校”学习中，学员们个个都
收获满满，在提升自身素养与技能的
同时，也实现了精神共富和提能增
收。我市“青蓝夜校”在项目开发上，
十分注重校企合作与特色文化的融
合。例如：新埭成校与怡丰锁业、新
秀箱包、广越服饰、荣晟环保等龙头
企业深度合作，共建培训项目，依据
企业岗位技能需求，开发“企业订单
班”项目，为企业“量身定制”培养技
术人才；钟埭街道的“青蓝夜校”深入
调研本地产业结构与居民就业需求，
精准开发培训项目，与当地 10余家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依据企业岗位技
能需求定制课程，实现人才培养与企
业用人需求的“无缝对接”，开创了

“夜校+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指导”一
体化模式，突破了传统成人教育的单
一教学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打造青年
人才发展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青蓝
夜校”依托全市职业学校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如平湖技师学院开展了数
字工种相关培训，致力于培养一批知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青年人才。
同时，学院积极响应人才评价机制改
革，大力推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
作。面向广大青年搭建“互联网+”职
业技能培训考试平台，推行PC端、手
机APP和微信公众号“三端”同步学
习模式。市职业中专聘请具有丰富
教学经验和行业背景的教师团队，去
年全年开设了化工总控工、化学检验
员、电气设备安装工、缝纫工等项目，
不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得到了培
训学员的好评。嘉兴市交通学校结
合“教育共富”理念、专业特色及社会
需求，积极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努力培养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
应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在全年的培训中，我们通过构
建校企融合培育模式，积极打造服务
地方经济发展的培训平台，高度匹配
地方产业，总结出多个典型案例，包
括面向青田山海协作的数控车工培
训、面向景兴包装青年职工的创客云
商技术培训等。”平湖技师学院党委
副书记鲁奕介绍说，学院通过继续深
化“青蓝夜校”内涵建设，不断创新培
训模式和方法，致力于培养更多具备
高素质、高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共同
推动“教育共富”目标的实现。去年4
月，学院高级讲师孙黎为景兴包装开
展创客云商技术培训，更是充分体现
了校企双方对青年员工成长的高度
重视，彰显学院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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