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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地概况

溪口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浙江省现代化成人学校、省示范性成人学校。具有独立的法

人资质，校区单门独院。建筑面积 5109 平方米，在编教师 9名，学校创建于 1987 年 8 月，

2008 年挂牌成立溪口社区学院，学院与时俱进，集党校、成校、老年大学于一身，融学历教

育、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和社区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多层次、开放型的社区学习中心和教

育服务中心。

学校遵循“哪里需要教育学校就在哪里”的办学理念，坚持“有作为才有地位”、“思

路决 定出路，角度决定深度”的工作思路，主动服务溪口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动农业全面

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经过多年的教育实践，学校先后荣获省级示范性乡镇成人学校，省级示范性基层党校，省

社区教育示范学校，省现代化成人学校，浙江省新型农民素质培训基地，浙江省中小企业职

工培训示范基地，宁波市高标准成人学校，宁波市特色示范成人学校等荣誉称号。

溪口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即溪口成校农技教学实践基地位于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银

龙谷雷笋产业园区，基地四面环山，林木葱郁，分布着雷笋、毛竹、果树，还有林下种植和

大棚温室果蔬栽培，其中雷竹林面积就达 200 亩。基地水利、电力、道路、办公、生产用房

等基础设施完善，竹林边的标识牌上硕大的“溪口成校农技教学实践基地”字样十分醒目。

山下有一个与之配套的现代农业服务场所，成人学校“校社结合产、学、研服务中心”就设

在其中，内有培训、农产品展示、电子商务、笋制品加工服务设施、一个尚处在施工阶段中

的竹笋文化科普馆。资源条件优越，教学设施完备，社会功能健全，为当地居民学习体验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产权的单位即成校合作单位是宁波市奉化银龙竹笋专业合作社，该社

是浙江省示范性合作社，获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单位等荣誉。两

家单位为了产区农民群众学习需求和产业经济发展共同目标，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合作期

间，得到了合作社社长、宁波人民代表、中国林业乡土专家虞如坤同志的鼎力相助，让我们

充分共享到了合作社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人脉优势。基地建立了校社结合产学研服务工

作协调领导小组，选派一名成校副校长负责基地全面工作，建有一支专家级教师队伍和一支

热心公益事业，又有一定专长的志愿者队伍，确保基地各项工作有序规范开展。在运行管理



上，严格落实“基地工作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基地运行保障机制，建立研究、实施、培训、

推广网络，每年制定工作计划，整理文字资料，建立档案。

二、学习服务的内容、形式和效果

学习服务内容

雷竹育竹育笋技术教学是一门溪口成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溪口雷笋产业起步便介入并

四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一门特色教育培训项目。溪口镇现有雷竹种植面积 4万余亩，从业

农户多达 1.3 万，是当地一项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特色农业支柱产业，山区农民的主

要经济收入来源，被确立为全国绿色食品、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宁波市菜篮子供应基

地。2019 年被中国林学会冠名为“中国雷笋之乡”。特定的区域，特定的需求决定了溪口成

校的历史使命，一部溪口雷笋种植史倾注了成校历届成人教育工作者的所有努力和心血。通

过多年实践，先后创新推广了“嫩竹移栽”、“间伐竹林”、“覆盖增温”雷竹栽培技术和

“雷竹夏秋季出笋研究与推广”国际级星火计划技术推广项目。逐步形成一套具有特色的

“雷竹 覆盖栽培”技术体系，林区的科技育竹技术普及率达到 95%以上。《奉化日报》曾以

“特色农业做强做优，成人学校功不可没”为题，较大篇幅地报道了溪口成校的先进事迹，

雷竹培训项目被评为宁波市优秀培训项目。

形式与效果

基地的教学形式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分别采用培训讲座、信息交流、技术咨询、技术

试验、实地指导、印发资料、观摩取经等多种办学形式，做到了理论学习与书面学习相结合、

课堂教学与现场指导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专家进来指导，组织外出参观取经）

让学员有更多机会与专家、技术员保持面对面、零距离接触，汲取知识和技术养分。三年来

共举办技术培训 75 期，受训 2034 人次/年，科技进户，农民致富。雷竹已成为产区农户的 “摇

钱树”、“致富竹”，随着雷竹栽培技术沿革与升级，溪口雷笋经济效益实现了三个跨越式

增长。一是实施雷竹覆盖增温栽培技术，早期覆温技术生产的雷笋比自然大地笋亩收入由 500

元增加到 10000 多元。自然笋当地称之为大地雷笋，市场价格每斤 1-2 元，覆盖生产的 雷笋

价格可卖到 20 多元，出笋期提早 60 多天。中期实施“雷竹夏秋季出笋技术”星火计划， 雷

笋亩收入突破 2万元大关，出笋期比自然出笋提早了 120 天。近几年，经试验成功并在一定

范围推广的农业废弃物覆盖新材料应用项目（即“食用菌下脚料循环利用技术”）取得显著

成果，雷笋每亩收入在 2万元的基础上增长到 3-3.5 万元。技术的共同特点一是出笋期大幅



度提前，产笋周期拉长；二是笋的品质明显改善，2017 年“溪口雷笋”被认定为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三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全镇雷竹每年覆盖面积保持在 8000-10000 亩，

雷笋产值愈 3 亿，占全镇农业总产值的 30%左右。溪口镇成校注重科技型农民的培养，在浓

厚科技育竹的氛围中，农民群众学技术、用技术的热情高涨，科技型人才层出不穷，涌现了

一批农民技术员、省级科技示范户、农产品经纪人等乡土人才，其中一人获省农民高级技师

职称并被聘任为中国林业乡土专家。

三、近期特色体验项目

1.实施雷竹林土壤碱化技术改良服务体验项目。实践证明覆盖栽培是雷笋生产最有效、

最直接的增产增收技术措施，但由于覆温多年，鸭泥（鸭栏肥）施用过量。全镇林地土壤普

遍出现碱化现象，导致竹林不同程度衰败，严重制约了雷笋产业的健康发展。溪口成校把它

作为重大课题并协同相关部门和科技示范户成立课题组，进行联合攻关，先后总结推广了林

地间隔深挖、林地加土、酸性肥料改良、平衡施肥、新型覆盖材料应用一系列改良措施，组

织农户通过培训、宣传和观摩，要求农民根据山地、平地，土壤层厚薄特点区别性选择改良

办法，改良过的林地经两年观察，普遍反映碱化程度趋于缓和，有效地阻断了土壤碱化、竹

林衰败、产量下滑的态势。

2.推广农业废弃物覆盖雷竹技术服务体验项目。即“食用菌下脚料循环利用技术”，这

是我们成校校社结合产学研服务中心经多年潜心探索研究，并被实践证明是一项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技术成果，开发新型覆盖材料取代鸭泥的成功范例。它的特点是廉价、

环保、轻便、发热效果好。实施该技术带来五方面好处，即节本增产、提升笋的品质、生态

环保、避免林地土壤碱化、变废为宝。该项目具有积极的推广意义，目前已在局部推广，并

作为慈善扶贫项目，在当地部分低收入农户、残疾人中推广，收到了显著效果。

3.提供劳动、科普、休闲体验项目。基地向社区居民开辟的项目有挖笋、林下种植、果

蔬采摘、技术讲座、垂钓、摄影等项目。竹笋科普馆建成后，能让居民进一步了解全镇竹笋

产业情况，竹笋培育技术、竹笋非遗文化、笋产品传统特产以及竹笋产业的愿景。

四、开展社区居民学习服务的经验及体会

1.项目引领。选择较具特色、成效显著、关乎民生、贴近生活的培训项目，引导学员学

技术，用技术的自觉性，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收到既学到了知识又增加了收入的实际效果。

2.施行“示范户辐射型培训”教学模式，利用“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带多村，

多村带全镇”的示范效应，实现一项技术振兴一片产业，致富一方百姓。

3.培训对象大众化，培训形式多样化，培训内容市场化，培训教材乡土化。



4.广交朋友加入“朋友圈”。目前保持正常联系的朋友有银龙竹笋专业合作社、奉化区

竹笋专业技术协会、宁波市林联竹子技术研究所、中国林学会竹子分会奉化服务站等，成校

借以他们的长处，转化为教育优势，提高办学效果。

5.开展校社结合产学研服务。与农民合作社结对搭建舞台，让农民唱戏。

6.利用农民技术职称评定，鼓励学员钻研专业技术，满足学员接受技术教学的需求。对

照《浙江省市民终身学习体验基地认定标准》的要求，我校的工作还有一定的差距， 我们将

对照整改，积极努力，望各级领导和评定专家组的指正。

宁波市奉化区溪口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2021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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