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给特产“红美人”设
计包装，为漕泾的香文化设计一
款化妆品，在菌菇种植基地策划
一场研学，为郊野公园设计旅游
纪念品，进一步推广漕泾乡土美
食（河鲜、糯米制品、中草药茶
饮）……这是一份来自上海金山
本土企业的“出题单”。

从下周起，前来“答题”的高
校师生们将来到上海首个大学
村——漕泾水窠里·大学村，完
成青年驻村计划项目，将论文写
在大地上。

3月15日上午，上海漕泾水
窠里·大学村在金山区漕泾镇正
式开村。全市首个镇域大思政
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启动，一堂
沉浸式“行走的大思政课”开讲，
十条乡村振兴支持引导政策发
布……大学村紧扣“思政教育”
与“青年赋能”双主线，搭建“学
术实践+在地创新”的开放式平
台，吸引集聚青年人才入乡发
展。水窠里·大学村的诞生，也
是金山区深化校地合作、推动产
教融合的重要实践。

企业成了“出题老师”
学生在村里完成毕业设计

大学村开村前夕，漕泾镇政
府组织当地企业来了一场一场

“头脑风暴”。讨论的重点，是立
足行业为毕业生们提出“量身定
做”的毕业设计选题。

“我们现有的唇膏，对应的
是漕泾镇的几种典型的水果，如
王母蟠桃、小西瓜。我觉得香味
还可以更丰富一点，可以让学生
们用设计，把漕泾的墨香、药草
香这些‘隐形宝藏’变成新国
潮。”上海克琴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张碟建议。于是，一条新
的选题就诞生了。

“传统的大学生毕业设计往
往基于虚构或自拟课题，成果难以
落地。”东华大学博士生、联合毕业
设计组委会成员周子萱解释，这一
项目通过“三联合”模式——高校
与学科联动、跨界导师协作（包括
高校教师、企业技术骨干及街道
社区人员）、地方需求对接，将真
实的社会需求转化为毕设选题，

“目前发布了12个选题，今年6
月将进行作品评审，优秀方案不
仅能获得奖金，还可真正服务于
地方发展。”

这种“真题真做”模式改变

了以往毕设“天马行空却无实
效”的困境。据了解，单个课题
常吸引数十人参与，地方和企业
能从海量方案中提炼亮点，实现
多方共赢。“学生的创意不再束
之高阁，而是切实助力乡村振兴
和产业升级。”周子萱总结道。

5条研学线路
感受乡村振兴中的鲜活实践

开村仪式上，漕泾镇水窠
里·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正式启动，以镇域大思政课为引
领，以金山区生态文明蜕变和乡
村振兴蝶变为生动教材，推出了
首批“习近平总书记金山足迹”

“因地制宜走好乡村振兴示范
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创新实践”等5条研学线路以及8
堂实践教学课程。同时，成立水
窠里·大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作
为“专家智库”，高校师资下沉到
乡村，把思政教育“小课堂”搬出
教室，与社会“大课堂”有效融
合，开启青年成长的“第二课
堂”，让广大学子切身感受乡村
振兴“四个价值”。

当天，来自东华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20名学生跟随着思政
课老师毛光霞，登上了漕泾镇水
库村的“乌篷船”，循着“因地制

宜走好乡村振兴示范路”线路，
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

“与传统思政课堂的‘单向
传授’不同，今天这堂课让我们
沉浸在‘诗画’般的乡村中，实地
感受漕泾镇水库村在乡村振兴
中的鲜活实践！”参与研学的东
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宋
雪晴提及这堂大思政课时感触
颇深，沉浸式的研学体验仿佛一
本生动的教科书。

作为市委党校、市团校“双
挂牌”现场教学基地，漕泾镇具
有优质的生态环境、较为完善的
农村实践课程体系以及成熟的
乡村振兴转化研学、参观路线，
依托全市首个“两山”实践创新
基地资源优势，为思政课堂提供
了更多的拓展实践平台。

发布“青年实干家计划”
做好校地合作后半篇文章

水窠里·大学村不仅是漕泾
镇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的
又一重要实践，更是高校智力资
源下沉乡村、服务社会的创新平
台。

除了实施大学生“全国联合
毕业设计”外，乡村振兴“青年实
干家计划”也同步发布。东华大
学党委书记刘承功表示，未来，

将以大学村为支点，围绕思政课
建设做好校地合作的“后半篇文
章”。

大学村不仅要“引进来”，更
要“活起来”“用起来”。当天，漕
泾镇与北大汇丰商学院创业创
新中心、原乡映客共同成立水窠
里·朴门国际数字游民创客学院
和未来实验室漕泾共创基地，通
过开设“新领职业”实训营、举办
数字游民超级个体大赛、打造

“水窠里·Talks”演讲品牌等活
动，搭建一个连接数字游民、青
年人才与乡村发展的交流平台，
让未来实验室与创客学院成为
青年人才的“创新磁场”。

数字游民苑新杰分享了自
己来到漕泾数字游民国际村后
为乡村文创进行直播推广的经
历，引发了大家对数字游民赋能
乡村文旅产业的思考。

超600万元扶持资金
鼓励青年创客支持乡村振兴

青年学子、数字游民的到
来，也为漕泾镇水库村带来多元
增收机会。据了解，在住宿方
面，水窠里·大学村创新政企校
村融合发展新范式，打造“青春
驿站”，盘活了26套农民闲置宅
基房进行改建，为高校学生、教

师、专家学者提供住宿、学习、
创作、交流的共享空间。同时，
整合在地企业、旅游公司等资
源，构建酒店、民宿、数字游民
之家、村民共居、青银共居等多
形态、多层次的住宿空间，以及
工位式、教学式、互动式相结合
的活动空间，实现大学生及青
年在水窠里·大学村的空间资
源共享。

此外，上海漕泾水窠里·大
学村、数字游民国际村还出台了
十条诚意满满的乡村振兴支持
引导政策“大礼包”——超600万
元的扶持资金，鼓励数字游民和
青年创客支持乡村振兴业态发
展、就业支持、在地宣传、人才入
乡、产业联动等创新创业项目，
激发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活力，让

“有为青年”成为“在地青年”。
漕泾镇党委书记王咏梅表示，漕
泾镇将深耕人才服务，持续优化
服务举措，让漕泾这片实践沃土
成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施展才
华的广阔舞台。这也是漕泾镇
推动青年与乡村融合发展的行
动宣言。

今年 2 月底，青年驻村计
划——漕泾站启动招募，首批
招募的 20 名青年将开展为期 3
周的驻村计划，用实际行动践
行“青年带动乡村，乡村赋能青
年”的美好愿景。

另外，由上海市妇联、市教
委主办的“海鸥计划”项目也首
次落地金山。据了解，“职业飞
翔·海鸥计划走进金山”项目为
女大学生提供全方位的职业发
展支持，包含“3大核心项目+1
个实践站”，即开展首届“水窠
里·大学村”美丽乡村与人文行
走线路女大学生创意营、职飞起
航招聘直播·金山专场、海鸥未
来菁英荟·金山行，以及成立水
窠里·海鸥计划大学生实践站，
提供多元化的就业创业服务，护
航女大学生职场成长。

水窠里·大学村的建设，是
继数字游民国际村建设后，漕泾
镇乡村振兴的一次大胆探索，更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作为上海市首个镇域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水窠里·大学村
将致力打造“青年入乡、人才兴
镇、产教融合”的创新样本，让高
校的智慧与乡村的沃土结合、青
年发展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实
现“新”青年与“泾”土地的双向
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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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一份上海高校航天
专家提交的卫星产业链提案为
何被列为闵行区2025年重点提
案？他又为何要提交这样一份
提案？

时间回到2022年 8月4日，
一颗名为“闵行少年星”的微纳
卫星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升空。这颗卫星的特别之处，
不仅在于它是国内首颗由中小

学生全程参与的科普卫星，更
承载了上海市闵行区 150 余所
中小学师生的太空梦想。而这
一项目的成功落地，离不开上
海电机学院航空学院副院长、
闵行区政协委员刘伟亮教授的
倾力推动。

2021年当选闵行区政协委
员后，刘伟亮敏锐捕捉到闵行区
航天资源与青少年科普教育的
结合点，于2022年提交了首份提
案《依托闵行航天资源，开展青

少年航天科普教育实践》，为闵
行区青少年学子提供了一个近
距离接触航天领域科学研究与
工程实践的平台。

闵行区作为上海航天产业
的“重镇”，汇聚了航天八院等多
家顶尖研发机构，但青少年对航
天科技的认知仍停留在课本层
面。如何让高冷的航天技术“接
地气”？刘伟亮决定以政协委员
的身份架起桥梁。“当时航天八
院与区教育局正在策划‘闵行少

年星’的行动计划，我作为主要
策划者之一，很希望通过自身的
专业积累和创新意愿，推动‘闵
行少年星’从构想变为现实。”据
刘伟亮表示，这个项目从卫星名
称、LOGO 设计，到太空礼物、巡
天、探地、实验舱四个卫星载荷
方案，以及跟随卫星一起发射上
天的太空天籁之声、太空创意画
等，全部征集自闵行区中小学
生。

“这不是简单的科普活动，

而是一场沉浸式科普教育。”刘
伟亮介绍，项目通过“一代人点
亮一颗星，一颗星引领一代人”
的理念，围绕“用星”板块开展
了一系列航天科普和实践活
动，激发了学生探索航天的兴
趣。

今年，刘伟亮再度提交了名
为《壮大闵行区卫星产业链，助
力打造千亿级航天新质生产力》
的提案，为闵行区新质生产力发
展建言献策。

企业出题学生点题共同破题
将高校智慧与乡村沃土结合 上海首个大学村正式开村

周子萱和团队成员讨论选题单。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摄

他推动“闵行少年星”上空，点亮青少年航天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