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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少数民族
如期脱贫全面奔小康

贵州黔西南州东部山区山清
水秀，这里曾孕育出流光溢彩的布
依族传统刺绣，在当地百姓指尖上
代代相传。然而，环境的闭塞，使
得当地绣娘普遍学历不高，创新能
力不足，这一非遗技艺在当代逐渐
蒙尘褪色。

为协助贵州“锦绣计划”的实
施，2018年，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多次派专业团队到当地考
察，希望发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特
长和人才优势，助力当地脱贫。

“土布的款式单一，而且门幅
最宽只有60厘米，很难用于批量
化制作服装。刺绣比较缺乏时尚
感，有些针法失传，当地很多人其
实已经不会绣了。”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时装学院教师韩纯宇跟随团队到
贵州册亨县考察后，当地刺绣产品
面临的困境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

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60门幅
的布料？如何既承袭传统，又能向
市场化、精细化和时尚化发展？

回到宁波后，韩纯宇组建了
“手之造物·土布风尚”设计团队，
利用节假日，带领3位专业教师和
9名优秀学生，针对黔西南州的土

布和刺绣特点开始了产品研发。
凭借设计专业特有的时尚感

觉和眼光，团队第一期研发出了6
款新产品。他们将研发的产品装
进旅行箱，带往了贵州。

团队还为当地绣娘量身打造
了纹样、配色等技能提升课程。不
会新针法就手把手教。配色难懂
就拿出图纸来讲解。找不到样板
纸就用报纸代替。大多数绣娘不
识字，又只会说布依语，有时只能
靠一点一点比画。

“当地连像样的剪刀都没有，
我们就自己带过去。每次飞往贵
州，拉杆箱里全是布料样品和刺绣
材料，最多一次有160斤。”韩纯宇
介绍说。

“和服装、时尚相关的技术和
创意，是我们的优势，精准扶贫，就
是要利用我们强大的专业优势和
高质量的师资团队，对传统技艺进
行再改造。”

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时装学院副院长王薇薇看来，进
行技术扶贫，让当地妇女有成长和
就业的能力，变指尖技艺为指尖经
济，才能让她们真正脱离贫困。

新冠肺炎疫情为扶贫攻坚出

了一道附加题。新一轮培训尚无
法展开，但分隔两地的师生就通过
网络密切交流起刺绣手艺来。这
和一年前的情景大为不同。

“记得我们团队刚到当地培训
时，村民没有积极性，迟到缺席是
常事。沟通无果，团队只能以身作
则，按时来到培训室，一直待到晚
上11点送走最后一个绣娘。”韩纯
宇老师回忆说，“团队的积极性感
染了她们，绣娘们不再安于现状，
有了学习意识。听说一个当年零
基础的绣娘如今成了车间主管。”

截至2019年，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已先后为贵州册亨
县、贞丰县、望谟县开办了3期绣
娘素质技能提升培训班，共培训
了 80位绣娘。她们中的绝大多
数已在家门口顺利就业，不但带
家庭走出贫困，也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

在这场扶贫中，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也收获颇丰。“育人
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参与此次扶
贫的学生，被激发出了责任感和使
命感，有了家国天下的胸怀，这对
学生、学校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体
验。”王薇薇说。

“把教师带出来之后，就
能把当地的学生培养出来，一
批批走上社会，脱贫的目标就
达到了。”

三次援疆、在阿克苏累计
挂职五年半的浙江纺织服装
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高级工程
师祝永志，谈起扶贫的最深感
受，依旧是“扶智”。

阿克苏地区曾是古丝绸
之路的重要通道，一直以来是
国内棉花重要产区，特别是长
绒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90%以上，被农业农村部命名
为“中国长绒棉之乡”。然而，
由于缺乏纺织加工工业和技
术人才，当地百姓的收入基本
只能依靠卖棉花，部分地区陷
入贫困。

《新疆纺织工业调整和振
兴三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在
阿克苏建设纺织工业城，最大
难题就是缺少人才。

为解决当地人才培养方
面的困难，浙江纺织服装职业
技术学院先后选派了三名骨
干教师，援助阿克苏职业技
术学院建设纺织技术的相关
专业。此前阿克苏职业技术
学院几乎没有专业和纺织相
关，援建工作相当于从零开始
——

没有学生，就从学院机电
系剥离出20名对纺织感兴趣
的学生作为第一批培养对象；
没有教师，就抽调其他学院
的骨干教师，用传统的“帮扶
带”方式，带领青年教师迅速

成长……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2014年，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完成了新型纺织机电技术、
现代纺织技术两个专业的建
设，并于2016年3月终于成立
了纺织工程系。

援助教师协同阿克苏职
业技术学院通过制定标准、项
目立项、成果申报，不断推进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学科建
设和实力提升。2012 年以
来，援助教师累计培训当地教
师400余人，结对帮带徒弟31
名，指导15人完成15门课程
设计，5人主持申报厅级课题
5项，9人完成部级教学成果
并获二、三等奖……

“学生大多是当地少数民
族，受到专业教育之后，还会
留在这儿工作生活。我们培
养留得住的高技能人才以及
纺织工人，就可以让这些孩子
靠自己的力量为家庭增加收
入。”

意识到当地90后学生理
论基础知识薄弱、操作能力
强的特点，祝永志教授还带
队完成了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实验实训中心的建设，让
那些“留得住的人才”有更好
的条件提升实践与创新的能
力。

今年，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的“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
也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的协助下申报成功，并将
在今年9月迎来第一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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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接发达地区优质资源脱贫攻坚，扶上马再送一程

他们是带来幸福的吉祥鸟
近日，在贵州黔西南州一个小山村，一间用

废弃羊圈改造成的车间里，当地少数民族同胞

正在热火朝天赶工。

他们赶制的，是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和当地绣娘共同开发的土布刺绣手包。这些

产品将批量销往上海。

变指尖技艺，为指尖经济，贵州绣娘们终于

等来了这一天。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开始

对口帮扶贫困地区，至今，对口帮扶区域分布贵

州、新疆、青海多地，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一支

重要生力军。他们充分利用学校人才、技术和

资源优势，不断拓宽贫困地区百姓的增收渠道，

被当地百姓称为带来幸福的吉祥鸟——

贵州册亨绣娘在宁波参加技能提升培训班学习。

■新华社记者何晨阳、杨静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
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少
数民族也不能少。总书记这一重
要讲话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使命，发出了各民族团结携手、
共同迈进全面小康的号召。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
族都不能少”，既是要求，也是承
诺。没有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
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全国各
族人民携起手来，团结前行，共同
迈进全面小康，这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确保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全面

奔小康，必须持续发力，攻下深度
贫困“堡垒”。中央确定的深度贫
困“三区三州”都在民族地区，一
些少数民族群众摆脱贫困还有不
少难题。唯有提振迎难而上、一
鼓作气的精神，鼓足尽锐出战、攻
坚克难的勇气，拿出对症下药、精
准扶贫的实招，才能啃下贫中之
贫的“硬骨头”，为如期完成脱贫
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打好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
要对标“两不愁三保障”，补短板、
强弱项，瞄准教育、医疗、就业、住

房、饮水等薄弱环节持续发力。
要在创新工作方式上做文章，破
除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搬
迁过程中可能阻碍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的顽症痼疾。同时，还要
建立防贫监测预警机制和稳定
脱贫长效机制，防止脱贫人口返
贫，确保小康路上一户不落、一
人不少。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有党和政府的关
心，有各族群众的不懈奋斗，确保
少数民族如期脱贫奔小康的目标
一定能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生
活一定会更好更幸福。

纪驭亚、方柔嘉报道 今年是
全面实施义务教育公民同招、民办
学校在审批地招生政策的第一
年。当前，各地已陆续启动招生工
作。

为确保民办义务教育招生改
革全面落实，省教育厅日前下发
《进一步做好民办义务教育招生
政策落地工作的通知》（下称《通
知》）。

按照《通知》要求，各市、县
（市、区）须及时向社会公开义务
教育招生监督受理电话（包括电
子邮箱），及时受理群众投诉和举
报。各地要填报区域内民办学校
招生工作基本信息台账。省教育
厅基础教育处将向各市教育局调
阅部分民办学校招生工作基本信
息资料。各设区市和审批地县
（市、区）教育局要做好今年民办
学校招生的监管工作。监管内容
主要包括：民办学校是否全面落
实在审批地招生，是否纳入统一
平台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招生
计划（班级数、班额、招生学额）和
招生简章是否经批设的教育行政
部门核定，是否存在违规招生宣
传，是否还存在游离于招生计划、
招生范围、公民同招等规则之外
的提前预招、跨地预招、变相掐
尖、追加招生、招后调包、挂靠学
籍等违规招生行为，一贯制学校
是否严格执行直升的有关规定
等。

此外，各地要坚持全省一盘
棋，区域统一口径，坚守政策底
线，除当地党委和政府明确的政
策优待对象外，不搞例外、不搞过
渡、不搞变通、不打折扣。要强化
属地责任，坚持“谁审批谁负责，
谁负责谁监管”。当地比较热门
的民办学校招生要纳入市、县
（市、区）教育督导部门重点督导
内容。省教育督导部门对招生问
题比较突出的区域实行重点督
导。今年6至 9月的每月月底，各
设区市教育局对本区域内面上招
生政策总体落实执行情况、群众
对招生政策出台和执行的满意度
情况等形成书面材料，报省教育
厅基础教育处。《通知》强调，各地
要加强对义务教育招生政策落地
和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违
规招生情况要第一时间查处通
报，出现招生舆情要第一时间发
声澄清，对涉及违规违纪问题的
有关部门、学校负责人及责任人
要依规依纪严肃问责。

严禁
跨地预招
变相掐尖

省教育厅下发
通知，确保民办义
务教育招生新政全
面落地

来逸晨、王世琪报道 随着梅
雨带北抬，浙江入梅以来第三轮强
降水进入尾声，各地雨势开始减弱。

12 日起，阴雨转为午后雷阵
雨。今后几日，白天的最高温度
将跃过“3”字头，大部地区的最高
温度达到33℃至35℃，温度高、湿
度大，闷热感十足。预计这种闷
热“桑拿天”将持续到17日。

雨势减弱，防汛意识不能减
弱。此次降雨过程覆盖的部分区
域，因前期降雨多，水库水位偏
高，水库防洪压力较大。

为此，我省将持续依法依规科
学调度大中型水库，充分发挥拦
洪、削峰、错峰作用，严禁水库违
规超汛限水位运行。此外，强降
雨极易引发山洪灾害，尤其杭州、
衢州、丽水、绍兴等地，应充分发
挥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群测
群防体系，及时发送预警信息，提
醒基层地方政府组织做好人员转
移等各项工作。

防汛意识
不能减弱

人才和技术帮扶已获明显成
效，在今年打响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时刻，如何进一步利用发达地区的
资源优势，将贫困地区扶上马再送
一程？

教育扶贫之外，学校帮扶团队
开始思考如何为产品寻找销路，如
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如何推动当
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在西北，祝永志教授团队草拟
“园区—学校—企业”合作框架，组
织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纺织技
术专业与阿克苏纺织工业园区管委
会，对工业园区50余家企业进行调
研，对企业的产品、用工进行分类统

计，形成调研报告，为阿克苏纺织工
业劳动用工规划提供依据。

团队还带领纺织工程系和企
业项目组进行团队攻关，突破了
300支长绒棉纺纱技术，为当地利
用本地长绒棉生产高支纱提供技
术支持。

在西南，2019年年末，20多名
贵州绣娘跨越山海，来到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进一步接受关
于时尚创意、色彩美学等方面的培
训。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科研与地方合作处处长吕秀君介
绍，当时学校就以此为契机，向宁
波各企业发出邀请，为贵州土布刺

绣提供展示舞台。
宁波市服装协会获知贵州绣

娘来甬“入大学”，特意安排了绣娘
与宁波企业的对接活动。绣娘的
绣片、土布引发了宁波企业家们浓
厚的兴趣。宁波张秋儿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掌门人张秋儿等企业家，
还专程组团前往贵州黔西南州考
察，并进行项目对接，转化当地产
品并应用于生产达20余项。

学校还不定期举办扶贫产品
推广活动，带着刺绣产品参加文博
会，让承载着时尚气息的传统手工
艺走向海外，帮助欠发达地区的群
众脱贫全面奔小康。

■通讯员王国海

他们让“中国长绒棉之乡”有了自己的纺织专业

嫁接发达地区资源，扶上马，再送一程

用强大的专业优势对布依族传统技艺进行再改造

祝永志(右一)在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实训车间指导学生操
作纺织机械。

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习的贵州绣娘在老师指点下拿出了自己满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