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报带你 专业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2020年8月13日 周四
责任编辑：雷虹 电话：88852349 E-mail：alan0104@163.com职业教育

打造浙江 蓝领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通讯员应巨林

在温室大棚里装上环境传感
器，再通过数据模型对采集到的
数据进行分析，就可以对农作物
的生长实现智能感知、预警、决
策、分析，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
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

这样的场景，在不久的将来
会变成现实。8月 10日，温州科
技职业学院与中国移动温州分公
司共同打造的 5G农业联合实验
室正式成立，让农业插上 5G 的

“翅膀”，开启数字农业4.0时代。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加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依托
现有资源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
心，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
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

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
领域的应用。此次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联手温州移动成立的 5G农
业联合实验室，旨在充分利用温
州科技职业学院在农业产业新技
术研发、成果转化等领域的优势，
以及温州移动在通信领域、信息
服务、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双方优
势互补，全面深度融合开展物联
网、5G、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
等新技术在农业信息化建设领域
探索、研究创新与应用，努力打造
全省5G农业示范基地，并逐步形
成可示范、可推广的实质成果。

数字农业进入4.0时代，必将
开启相关涉农专业人才的大需
求，相关人士表示，温州科技职业
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近水楼台先
得月，尝到更多数字农业的甜头。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李良婷

先打扫活动室卫生，整理自
己座位，再开始正式上课……近
日，在宁波奉化的一场暑期“爱心
课堂”上，来自宁波大学的“师资
爱心”实践队的队员们，特意在他
们的支教活动中融入劳动教育，
以培养“小候鸟”正确劳动价值观
和良好劳动品质。

宁波大学“师资爱心”实践队
由宁波大学18级旅游管理与服务
教育专业学生组成，旅游管理与
服务教育是宁波大学具有师范特
色的专业，此次“师资爱心”社会

实践队队员未来就业方向以职业
院校教师为主。

他们前往奉化参与“幸福起
航”关爱困境（留守）儿童公益项
目。通过活动，队员们发现，“小候
鸟”们大多缺少父母家人的陪伴，
性格比较内向，需要给他们更多的
关爱与肯定。“我们是职高考上大
学的，能够理解学生学习不够优
秀、心理比较自卑的感觉，所以对
这些小朋友，我们更懂得去细心呵
护，慢慢引导，帮助他们树立信心，
去相信自己。”队员王丹蕾说，“这
也为我今后从事职业教育提供了
一些经验，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8月10日，嘉兴市汽车维
修工职业技能竞赛暨百万职
工技能大比武活动在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举行。当天，来自
嘉兴五县四区经初赛选拔出
的 9 支代表队共 45 名选手参
加决赛，在百万职工技能大比
武的竞赛平台上技能逐梦，弘

扬工匠精神。
嘉职院智能制造学院派

出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 5
名学子代表南湖区参加比赛，
结果，他们取得汽车技术赛项
第一、三、五名和重型车辆维
修赛项第四、第六名的佳绩，
其中两名学子被授予“嘉兴市

技术能手”“嘉兴市青年岗位
能手”荣誉称号，一名学子将
代表嘉兴市参加省级职业技
能竞赛。

本次汽车维修工（汽车技
术、重型车辆维修）技能竞赛由
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嘉兴市
交通运输局承办，嘉兴市公路
与运输管理中心、嘉兴市高技
能人才公共实训中心、嘉兴职
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学院协
办。决赛分理论知识笔试和实
际操作考试两个部分进行。选
手们通过抽签确定参赛序号，
经过检验进入比赛现场，主考
官宣读比赛纪律、比赛规则和
评分办法，确保比赛在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据了解，此次竞赛是2020
年嘉兴市职业技能竞赛暨百
万职工技能大比武活动50个
赛项中的一个子赛项，也是检
验嘉职院高职教育办学水平
的平台，通过政校企共建学生
职业技能学习交流和实战平
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
促教、以赛促评、以赛促建，助
推嘉兴高职教学改革和创新
发展。

通讯员赵远远
胡宇琛 王思佳 摄影报道

■记者杜成敏 通讯员郑孝增

自1986年从杭州大学数学系
毕业后，方银花在衢州技工学校
（现为衢州市技师学院）数学教学
岗位上扎根了 34年，成为家长眼
中的好老师，学生最爱的“方妈
妈”。她用 34年的大爱滋养每一
位学生的心灵，点亮孩子们前行
的灯。

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教学

1986年7月，方银花大学毕业
踏入衢州技工学校的大门。

当时，职业教育事业正处于
低谷，学校位于偏僻的衢江区黄
坛口乡，不仅交通不便，而且学校
生源差、师资不足、课务多。作为
杭大的高材生，很多人无法理解
方银花的选择。

“越是偏远的地方，越需要师
资力量，我认定的事，绝不会放
弃。”她一头扎进教学工作，和学
生同吃同住。直到1991年衢州技
工学校南区校区落成，方银花才
第一次入城。

多年来，学校搬到哪里，她就
跟到哪，她亲眼见证了学校的发
展和壮大，并且在科研、管理岗位
上都有显著的业绩。但是，她最

“享受”的还是站在讲台上的时
刻。

34年里，不管是管理和教学
任务有多忙，方银花都坚持每周
上 16节课以上。今年 3月份，她
到了退休的年龄，本该享受天伦
之乐的她，依然选择留校任教，并
且不要求学校照顾，从7点进校一
直到 21：30晚自修结束。已近花
甲的她用尽自己的全力，用最长
的时间来陪伴这群孩子。

同事们常说：“方老师身上的
这束光，能照亮身边的每一个
人。”

让每颗星星都有闪亮的机会

学数学不仅要有计算能力，
还要有空间想像力。为了加深学
生对教材的理解，方老师费尽了
心思找各种纸盒做立体几何模
型，还自制竹签做坐标系；因为个
子小，上课的时候她就在身边放
一张凳子，时不时地站上去写板
书，只为了后排的学生能看得更
清楚。

1999年，学校首次组织单招
单考高考班，方银花主动请缨担
任班主任并任教数学。学生数学
底子薄，基础差，方老师就用“笨
办法”——补课。

方银花的补课和其他老师不
同，她不限时间，不限任教班级。
午休时间、自修课时间、周末时
间，只要学生有需要，她随时进行
辅导。

2002年的一个周末，方银花
像平常一样准备去给学生补课，
却突然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方

老师急急忙忙安排好手头的工
作，匆忙赶回家，但是还是没见到
父亲最后一面，这也成为了她一
生最大的遗憾。

好在她的牺牲也得到了回
报。学生邱小斌在单招单考中以
总分全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天津
工程师范学院，现在苏州某学院
任教；参加成人高考的学生小张，
数学考了 149分，考取本科，现已
硕士毕业；廖云同学考取大学后
就去参军，部队退伍后，方老师继
续帮助他补习功课，鼓励他继续
深造，如今廖云已成为一名公务
员……

多年来，方银花记不清帮助
多少名同学圆了大学梦。而这些
学生无论走多远，心里都会记着
这位“方妈妈”。方银花也多次获
评“学生最喜爱的老师”“家长满
意度最高的老师”“校级优秀教
师”。她用自己瘦小的身躯，点亮
了每颗星，让他们都有闪亮的机
会。

师爱如春晖

每一届学生毕业后，方银花
都会把电话留给他们。她嘱咐学
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遇到难题
要树立信心，勇敢面对，如果需要
帮助随时打电话给她。

学生可可毕业成家后，妻子
不幸得了乳腺癌，方银花老师得
知情况，二话没说拿出 8000元钱
塞到他手里。此后，方老师就把
可可一家的事放在心上。可可孩
子快过生日了，方老师提前送去
蛋糕券；学校快开学了，方老师及
时送去书籍、文具盒等学习用
品；怕可可有压力，方老师就骗他
说是同学捐给他的。

爱是可以传递的，可可也将
方银花的这份爱传递了下去，从
爱心献血到爱心捐助，即使自己
再困难，他也力所能及帮助身边
的人。

像可可一样，受到方银花无
私帮助的孩子还有很多：小宋考
上大学后家里没钱供他读书，方
银花带头发动身边的教师捐款；
方青毕业后创业初期没钱，方银
花第一个出钱支持；陈辰母亲生
病，方银花主动上门探望……

“一天师生缘，一生师生情”，
方银花用脚步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用汗水换得学生信任，慢慢地孩子
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对未来有
方向。从方银花班里走出的学生，
做事踏实，为人热心，积极乐观。

平日里，同事都喜欢把方银
花叫做“金银花老师”，金银花又
名香忍冬，仲秋老叶枯落，叶腋间
萌发新绿，凌冬不凋，就像方老师
如金银花般灿烂的笑容，是学生
心中永不凋谢的花朵。而她在平
凡的教育工作中所孕育出来芬
芳，早已传遍每个角落，沁人心
脾 。

■通讯员姚敏明

这个暑假，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组织 7000多名学生开展了以“小
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为主
题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遵循就
近就便原则，走进企业、社区、农
村和博物馆，化身调研员、宣讲
员、试听员……

收获课堂之外的知识

在易豹网络科技公司，公司
副总裁徐石良向浙江工商职院

“甬立潮头”小分队介绍，“运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识别等技术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报关字段智
能生成，革命性地提高报关效率
和质量。疫情期间我们利用互联
网技术实现网上办公，业务量与
同期相比增长了167%……”

“数据实时更新、线上线下同

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我们生活
和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
在易豹网络科技公司全球运营总
部的大屏幕前，浙江工商职院大
二学生金智洋不禁感叹。

“宁波全市 3条轨道交通，约
465条公交线路实现扫码支付车
费，‘一车一码’不仅给居民带来
了出行便利，同时在疫情防控期
间大大减少了接触式传染。”“甬·
心”小分队的同学则在调研日记
中这样写道。

连日来，“甬立潮头”和“甬·
心”这两支小分队分别走进民营
企业，用青年的视角探究疫情前
后甬城行业发展及互联网技术应
用状况，“收获了许多平时课堂上
学不到的知识！”

“薪火”小分队 15 位同学则
走进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展开了
社会调研，通过实地采访村民、开
展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村民们对

“乡村振兴”的感受。
“什么是‘乡村振兴’？村民

们自豪的话语和幸福的笑脸是最
好的答案。”一位队员在调研日记
中写道。

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李佳薇等 6位同学均来自台
州临海，他们组成“青青桑梓园”
小分队，分组来到商业区中心当
起了宣讲员。

“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慢
慢地就自信大方了。”李佳薇笑着
说。他们先后转战公园和商场，
向市民们发放宣传单并讲解垃圾
分类的相关知识，还像变魔术似
的拿出 4 种颜色的小垃圾桶道
具，邀请带孩子的家长一起到树
荫下参与垃圾分类小游戏。

回家乡化身垃圾分类知识宣
讲员的还有“夏日禾苗”小分队，
队员们精心制作了 PPT，让小朋

友们更直观详细地了解和学习，
“我们想把环保理念像种子一样
撒到小朋友幼小的心田里，通过
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推进家乡文
明城市建设。”

寻访匠人匠心

在浙江省非遗传承基地古林
镇仲一村，“席迹传承”小分队拜
访了手工草席制作者，亲眼目睹
了草席在他们手中一点一点纵横
交错、编织诞生的过程。

“从一根蔺草到一张草席，凝
结了千年的文化和质朴的匠心。”
队员童瑜潇由衷感叹。

在走访草编博物馆和黄古林
工艺品有限公司后，一场主题为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与
冲突”的讨论在队员间进行得热
火朝天。大家认为，把传统草席
编织引入智能产业链是大势所
趋，并决定通过“互联网+文创产

品”等方式，讲好黄古林草编文化
的故事，为非遗文化传承注入更
多青年力量。

作为学校、地方、博物馆三方
合作的慈溪市青瓷志愿服务共建
联盟的志愿者，乡“慈”小队来到
上林湖越窑博物馆，当起了博物
馆新进讲解器的“试听员”。在认
真试听后，同学们把发现的问题
一一反馈给博物馆的杨老师，杨
老师边听边记，不时点头露出赞
许的笑容，称“这些意见很重要”。

走进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
园，采访园方负责人和老师傅……
几天下来，队员们获益匪浅，约定
要为探索越窑青瓷的传承路径做
更多的实事。

“希望同学们利用暑假读好
‘无字之书’，在知行合一的生动
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浙江工商职院党委副书记俞位增
如是说。

■记者雷虹 通讯员包子力

为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
届职业技能大赛（以下简称“第一
届全国技能大赛”）技术工作，近
日，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组委会
秘书处公布了第一届全国技能大
赛各项目裁判长名单，我省有 5
位“高人”入选担任裁判长。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独享两
席：该校教师张国华入选担任室
内装饰设计项目裁判长，王华飞
入选担任瓷砖贴面项目裁判
长。此外，我省还有宁波技师学

院正高级讲师刘庆华入选担任
重型车辆维修项目裁判长，浙江
大学副教授何国青入选担任建
筑信息建模项目裁判长，杭州市
拱墅区英美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特级教师吉正龙入选担任美发
项目裁判长。这从一个侧面展
现了我省在这些项目上的超强
实力。

据了解，张国华自 2015年 10
月起担任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建筑
工程系主任，曾获省技工院校优
秀教师、杭州市技工教育优秀教
师、浙建集团优秀教师等荣誉称

号，2019年 9月被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授予“杰出贡献奖”，记功 1
次。混凝土建筑项目是我国参加
第 45届世赛新增项目，在零基础
的情况下，张国华带领团队全身
心投入到基地建设与选手训练中
去，并指导两位选手夺得了我国
在该项目上的首金。

王华飞曾主持研发两项实用
新型专利，参编多个世界技能大
赛项目的训练导则和国家基本职
业包，是第 44届、第 45届两届世
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国教
练，指导的学生多次入选世界技

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国家集训
队，其中，崔兆举在第 44届世界
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中获得金
牌。

全国技能大赛对接世界技能
大赛，旨在打造新时代全国性综
合职业技能竞赛新品牌，健全职
业技能竞赛体系，带领各地、各行
业不断提升技能竞赛工作规模和
质量，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训、
以赛促建，建设职业技能领域互
学互鉴的交流展示平台，检视各
地技能人才工作成效成果，营造
全社会尊重技能人才、重视技能

人才工作的良好环境，整体推进
我国技能人才工作均衡和可持续
发展。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将于
2020年 12月在广州举办。本次
大赛分世赛选拔项目和国赛精选
项目，共 86个竞赛项目。其中，
世赛选拔项目设 63个竞赛项目
（含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 9个拟
新增项目），世赛选拔项目比赛作
为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
拔赛；国赛精选项目设 23个竞赛
项目。届时，全国技能精英将同
台技展宏图，一决高下。

统一招生、学分互认、跨校选
课……近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发布相关文件，
将推动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
展，力求实现示范区内职业学校
招生入学、学籍管理、教学实施、
就业升学等的一体化运行。

“这是全国跨省域职业教育
一体化的尝试。”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陈建忠介绍，
今年职教一体化工作将重点聚焦

“三统一”，即到年底实现示范区
内职业院校招生录取、中等职业
学校教学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学
籍管理平台的统一。

具体而言，示范区将打破传
统行政区划壁垒，实现区域内 7
所中职学校统一招生宣传、统一
录取手续；示范区内高职院校将
根据政策对区域内高中阶段教育
开放招生。此外，示范区内中等
职业学校将共同开展公共基础课
教学研究、统一制定教学标准、联
合开发区域特色教材、实现“籍随
人走，学分互认，毕业互通”的一
体化管理模式等。

“目前示范区内各中职学校还

存在整体联动和互通不够，专业重
复设置和专业空白等现象，人才培
养结构和层次水准与示范区产业
发展需求不匹配。”陈建忠说，未
来，示范区两区一县（上海市青浦
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
嘉兴市嘉善县）各中职学校还将结
合历年招生情况及产业趋势、行业
特点和企业重点，确定各校着力打
造的优势特色专业、保留专业和弱
化调整的专业清单。

“职业教育一体化的中长期
愿景是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毛丽娟举例
说，物流是青浦区的特色优势产
业，青浦区内职业院校的物流相
关专业在全国也有较强的竞争
力，未来这一产学优势可以供区
域内职校共享，避免因专业重复
设置而造成资源浪费。

据介绍，目前示范区还在探
索建立区域内职业院校学生升学
就业统一平台、在示范区内实施
职业技能统一考核、探索跨省职
业教育“中高贯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等。 据新华社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与温州移动分公司
共同打造5G农业联合实验室

开启数字农业
4.0时代

这些大学生化身调研员、宣讲员、试听员……

在暑假实践中读好“无字之书”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裁判长名单公布

我省5位“高人”入选担大任

技能逐梦 不负韶华
嘉兴市百万职工技能大比武

赛场上，选手们沉着冷静，显示出扎实的职业素养。

最 教师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金银花老师”方银花——

三十载春晖暖学子
一辈子育人守初心

劳动教育融入
“小候鸟”课堂

宁波大学的“师资爱心”实践队队员吕璐锾教“小候鸟”们跳健身操。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推动跨省职教一体化

▲

▲

嘉职院推送的两名选手（中、右）分获汽车技术赛项
第一、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