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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职业中专学子
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

本报讯（通讯员 陆红梅）日前，德清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的3名烹饪专业学生，经严格的面试、体检

和政审，最终在众多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被选派到北

京人民大会堂，进行为期一年的顶岗实习。

2016年以来，德清职业中专开始为北京人民大

会堂输送新生力量。学生在经过一年的顶岗实习后，

经考核通过，可成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正式员工。继

去年学校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输送了3名优秀学生后，

今年又输送了3名学生。在那里，他们将用自己卓越

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展现德清职业中专学

子的风采。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几天前，杭州之江经营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资产经营部的方达主动找到杭州

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校长张德成，洽谈

合作培养人才的相关事宜。“这是一家由

西湖区组建，负责龙坞茶镇的开发、建

设、运营及旅游策划等工作的公司。”张

德成告诉记者，“今年2月底，西湖区与绿

城集团、蓝城集团等签订龙坞茶镇PPP

项目，总投资51亿元，建设学校、高档民

宿、景观绿化等一系列旅游配套设施，当

下，龙坞茶镇急需大量人才。”

2015年，西湖龙井最大产区、素有

“万担茶乡”之称的龙坞茶镇被列入浙

江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自此，一个

集乡村旅游、文化创意、民俗体验、运动

休闲、养身健身等于一体的茶文化小镇

规划蓝图徐徐展开。然而，茶镇的建设

迫切需要人才的支撑，人才从哪里来？

一味九曲红梅，一味西湖龙井，一红一

绿两味茗品，不仅为地处转塘、紧邻龙

坞茶镇的西湖职高带来了氤氲不散的

茶香，更让学校担负起了一项重任：立

足地方经济，培养“乡土人才”。

责任：在技艺传承中守住文化根基
从清明前到谷雨前30多天的时间，

是龙坞茶农们最繁忙也最宝贵的时

候。此时的茶叶，以早为贵，价格逐日

下降，因此必须起早贪黑。采茶工们白

天上山采摘茶叶，茶农们及时晾摊炒

制。若遇上天暖茶叶出芽急，家家户户

的灯火便会通宵亮着。“地炉文火续续

添，乾釜柔风徐徐炒。慢炒细焙有次

第，辛苦功夫殊不少”，描述的便是龙井

茶的炒制场景。

“茶叶是转塘、龙坞地区的一大经

济命脉，但现在基本都是50岁以上的中

老年人在制茶，年轻人觉得制茶苦、累，

不愿从事，技艺的传承出现断层。学校

是西湖区唯一的职业学校，来自西湖龙

井原产地的学生占总生源的 69%以

上。茶镇要发展，怎可后继无人？”张德

成感受到了身上的重担。

学校先后请来九曲红梅红茶制作技

艺传承人冯赞玉、西湖龙井采摘和制作

技艺传承人樊生华，并为其设立了大师

工作室。以冯赞玉名字命名的大师工作

室就坐落在学校精业楼3楼。藤编长桌、

仿古木椅、木雕屏风、制茶用具……约80

平方米的工作室被布置得古色古香。依

托学校的“塔型学徒制”，冯赞玉在将自

己的技艺倾囊相授的同时，也收获了一

批“得意门生”。“这门古老的制茶手艺终

于后继有人了。”冯赞玉兴奋地说道。

平日里，除了炒茶，樊生华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在学校带徒弟。“趁自己还

干得动，多教几个年轻人，把老祖宗留

下的炒茶手艺一代代传下去。”樊生华

笑着说。就在今年4月，酒店管理专

业学生周赟峰在师父樊生华的带领下

参加了西湖区西湖龙井炒茶王比赛，

荣获亚军，成为时下最年轻的“制茶技

艺能手”。

契机：以茶为源，传统专业走出特
色之路

早在特色小镇规划之初，龙坞茶镇

就以“中国第一茶镇、国际著名茶港”为

产业发展目标，致力于打造成为中国茶

产业的重要地标和国际范围内有一定

代表性的茶文化呈现区。“以茶产业为

引领、茶文化为灵魂、茶生活为核心的

龙坞茶镇要实现文化、旅游、农业的融

合发展，除了要培养新一代茶农，未来，

更需要方方面面有茶文化精神的专业

人才。”张德成说。

学校决定根据“茶文化”的物质形

式以及休闲产业岗位特点，开发“茶文

化”特色课程，以此培养茶产业转型升

级所需人才，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烹饪

专业教师、旅游专业教师、语文教师纷

纷加入课程开发、菜肴研发的行列。教

师们重新编写教学计划，合作编著《茶

馔工坊》《天堂茶语》等校本教材，最终

形成了由素养类课程、茶艺技能类课

程、综合实践课程组成的“茶文化”特色

课程。

素养类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茶的

历史、特性，茶楼的经营等，是基础类课

程；茶艺技能类课程利用学生熟悉的元

素——茶叶进行技能教学，包括学习茶

叶的冲泡方法和奉茶礼仪，茶点、茶菜

的制作，茶歌与茶舞，茶文化景点讲解

等；综合实践课程，一种是针对学生开

设的实训课程，一种则是针对校外人员

开设的“茶文化”宣传课程。

如今，打破学科界限的“茶文化”特

色课程成了烹饪、旅游专业学生的必修

课。在西湖职高，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

人人都懂茶礼、会茶艺，人人都会做上

几道茶菜；烹饪专业的学生更是将“茶

文化”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这些有着

鲜明特质的学生深受茶镇欢迎。茶庄

老板亲自上门“预定”毕业生；学生利用

周末时间去茶空间表演茶艺、跳茶舞、

唱茶歌，做茶文化景点导游……旅游专

业师生还精心开发了茶文化一日游线

路，将周浦茶场、龙坞茶文化博物馆、西

山森林公园等几个景点串珠成链。

助力：融智，让昔日的“万担茶乡”
焕发活力

选用皮薄、肥瘦相间的新鲜金华

“两头乌”猪肋条肉，经汆煮定型，再用

直刀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与全发酵茶

九曲红梅、醉枣搭配……成菜色泽红

亮、味醇汁浓，香糯而不腻口，品尝时齿

间留香，茶味萦绕。这是在龙坞茶镇很

受欢迎的一道农家特色菜——茶香东

坡肉。此道菜肴的“掌勺人”并非茶庄

聘请的厨师，而是来自西湖职高烹饪专

业的教师和学生。传统农家乐服务与

管理同质化的

倾向越来越严

重，如何才能

让当地的休闲

产业重新焕发

出生命力？当地政府部门主动联系学

校，希望学校能为茶楼管理和经营提供

技术支持。

于是，在龙坞茶镇，出现了一个很

有文化特色的茶庄——大斗谷茶庄，这

是一个1988级烹饪专业毕业生开的茶

庄。每到双休日，烹饪专业学生就会来

到这里，在教师厉志光的指导下，研制

茶肴、茶点，大斗谷茶庄的厨房成了师

生的“创作工作室”。学生们边学边思

考，涌现了不少菜肴设计火花：茶乡二

吃虾、虎跑素火腿、茶汁灌汤球、西湖龙

井酥……一道道别具一格的茶菜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回头客，茶镇的农家乐重

新焕发了生机。

几年前，附近中国美术学院的师生

来村里写生，被景色吸引，租下村民的

房子，开起了工作室，也为村民带来了

茶叶之外的一笔收入。中国美院副院

长王赞、浙江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主任

王小松等40多位艺术家在农居里开出

油画、国画、雕塑、陶瓷、摄影等工作

室。张德成敏锐地意识到，独特的产业

是茶镇的活力之源，将来艺术品市场会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17年2月，老底

子木工艺术学院入驻西湖职高。学院

负责人是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细木

作传承者陈岩云，由他创建的用以陈列

展示、传承研究细木作技艺的“桢楠藏

会馆”，于2015年正式被西湖区非遗中

心授予“西湖非遗大学堂”。目前，该学

院已对接建筑专业，并开设木工基本操

作手法等课程，下一步将针对建筑专业

特色开设木地板铺设以及家装家具设

计与制作等课程。

未来，西湖职高还将继续助力龙坞

茶镇的创建，为茶镇的产业创新和升级

添砖加瓦。

□本报通讯员 郭 莉

中考成绩揭晓之际，也是不少

孩子和家长为读普高还是读职校

纠结之时。在绍兴市职业教育中

心校长钱金星看来，教育不应该过

分提倡和宣传一种途径和模式，因

为它原本就是多样化的，拥有很高

的灵活度。当每个学生都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成才途径，也就落实了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每个人都有

出彩的机会”。

“我的选择给了我改变人生的
勇气和能力”

王铭是绍兴市职教中心2011

级烹饪专业学生。6年中，2次拿到

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牌，之

后还回到母校成了实训指导教师。

2011年中考，王铭的分数其实

够上了普通高中分数线，但他觉得

普高的文化课学习不适合自己，说

服父母后，毅然选择了绍兴市职教

中心。“我动手能力比较强，也知道

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适合

上职校学技术。”王铭说。

2013年，王铭获得浙江省技能

大赛冷拼与雕刻项目的冠军，在随

后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冷拼赛项中获得金牌。被提前

保送进大学后，他又参加了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冷拼赛项，

又一次获得金牌。

2016年4月，王铭加入G20杭

州峰会的烹饪服务组。那场惊艳

世界的西湖盛宴，其中就有他的作

品。同年9月，王铭回母校看望老

师，也是从那一刻起，他坚定了要

回校做教师的信念，虽然当时已有

很多知名酒店向他发来邀请。

如今，王铭凭借自己的努力考

回绍兴市职教中心担任实训指导

教师。“是职业教育和技能大赛给

了我改变人生的勇气和能力，让我

拥有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和美好的

生活。”王铭说。

“谁说成绩不好才选择职校，
那是你不懂职业教育”

“我们学校常常诞生省高职考

状元，我这个省第一名不稀罕。”腼

腆的董佳敏微笑着说。

2016年，美术统考成绩揭晓，

董佳敏位居浙江省第一。这个成绩

让她和家人分外惊喜，也惊动了她

所在的村子。3年前，她从一个同村

的大学生那里得知绍兴市职教中心

的美术高考专业。这个杭州地区的

考生未作任何犹豫，背着画板就到

学校报到。当时，以她的模拟考成

绩上杭州的普高不成问题。

3年后，当她拿到中国美术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她把自己的

QQ签名改成“完美，逆袭。”

跟她一样，通过参加技能高考

成功逆袭的学生数不胜数。廖滔

就是其中之一。廖滔的中考成绩

是617分，与他差不多分数的同学

都进了普通高中，他却选择了绍兴

市职教中心的计算机专业。在同

学群里，他们约定3年后见证各自

的精彩。

高考成绩揭晓后，廖滔如约参

加了初中同学会。那天，廖滔很开

心。无疑，他的选择没有错。浙江

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理工

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7所大学主动

伸来了橄榄枝。他开心不是因为考

上大学，而是在接下来的大学时光

和人生长河里，能有一技傍身，而不

是“手无寸铁”。今年，在学校的“毕

业声”活动中，董佳敏和廖滔发来

“告白”——“这辈子最棒的决定就

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学校。”

“别叫我‘职教高薪族’，我会
证明你将为我打工”

也有中职生毕业后没有选择

继续求学，而是踏上了工作之旅。

吴超从美术专业毕业后，带着

对动漫的热爱，任职于腾讯科技

（上海）分公司，在北极光工作室群

刀锋铁骑项目组担任2D角色道具

武器等设计以及CP反馈，年薪30

万元以上。每次，他在给新员工培

训时，都会做这样一番自我介绍：

“不管你是硕士还是博士，学历跟

工作能力并没有直接关联，我是中

职生，但我对我的技术和能力有足

够的自信。”

胡耀毕业于电气专业，在校就

考出了高级工证书。身为绍兴柯

桥排水有限公司的高配工，他在公

司技能运动会安装防坠装置比赛

中获得第二名，在防汛救灾项目中

获得第三名，并有多篇专业论文在

国家级刊物发表。用他自己的话

说：“技术工人7000元月薪不算是

高薪族，路还长着呢。”去年，胡耀

顺利考出了技师证。

2003届毕业生寿舟旦从未怀

疑过自己的选择，他庆幸自己的人

生从绍兴市职教中心出发。一直

在美术行业打拼的他，如今是坐标

全世界的米娅果冻颜料创始人，坐

拥年产值近亿元的实业。

走到现在，他自认为对他影响

最大的是市职教中心的教师。“第

一次拿起画笔，第一次画成一幅油

画，第一次在运动会跑5000米，第

一次因生活费用完到老师家蹭饭，

第一次遇到悄悄帮几名贫困学生

交高考报名费的老师……”他感慨

道，正是这些“第一次”锻造了他在

求学路上的韧性，在创业路上的斗

志，在管理岗位上的用心。

前些日子，寿舟旦给曾经的班

主任打电话，想到母校招聘员工，

待遇跟他公司里的研究生、本科生

一样。“自己学校怎么样，我最清

楚。中职学生好不好用，看我就知

道了。”寿舟旦如是说。

□程振伟

每到毕业季，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校

长致辞，往往能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

有媒体形容，教育精神在“最后一课”灼

灼闪光。同样是送毕业生进社会或继续

深造，职校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却

鲜有耳闻。背后的原因，发人深省。

在中国教育的版图中，职业教育的

地位和作用，从一度被低估，到正在回归

其应有的位置。以中职教育为例，在经济

发达地区，它吸纳了一半左右的初中毕业

生。不把职业教育做好，不培养好这些传

统话语中所谓的“非优生”，中国教育难言

未来。

事实上，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发展，正在从上到下层层传导。教育部

部长陈宝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职业教

育的“特殊地位”。他曾说，教育要发展，

要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非常重要。职

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是我国实现现代

化最重要的智力保障。他呼吁社会对职

业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一分”，希望职业

教育提供两个“公共产品”：一是通过职业

教育弘扬工匠精神，二是提供大量的大国

工匠。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无论是基于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战略

定位，还是出于立德树人的现实考量，职

业学校理应增强办学自信，重视育人环

境的营建，特别是在每年毕业季把毕业

典礼办到学生心里。校长为毕业生精心

准备送别词，在学生即将进入社会之际

就做人做事提出殷切期待，对于职校生

而言意义重大。职校毕业生有很多将成

为技能人才，活跃在社会各个岗位，欲成

就自己造福社会，职业精神不可或缺。

毕业典礼上，校长致辞中的真诚厚爱很

可能影响毕业生的一生。职业教育承担

着培养大国工匠的重要使命，技能人才若要走得远，

做人做事的态度极为关键，而通过毕业典礼这样的仪

式教育，可以有效地把专业精神、职业态度渗透到职

校生的心里。

陈宝生说过，我们既需要培养爱因斯坦，也需要

培养爱迪生，还需要培养鲁班，这些我们都需要。欲

培养爱迪生、鲁班，就要上好“最后一课”。这样的呼

吁，应该成为职校毕业典礼上的最强音。职业教育要

获得更好发展，来自社会的“高看一眼、厚爱一分”不

可或缺。一些职校确实也花了心思办毕业典礼，校长

更是用心准备致辞，在典礼现场动情演讲。我们更希

望媒体能多关注职校的毕业典礼，多把校长们对职校

生最后的谆谆教导传输给社会，这不仅是对职业教育

的尊重与厚爱，也是在向社会供给“工匠精神”这个公

共产品。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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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茶镇的产业创新和升级添砖加瓦

编者按：创建特色小镇是浙江省的重大战略，如今已成为浙江转型升级新的引擎。职业教育是“嗅觉”最敏感的教育，需要自觉地把
自身发展与今天浙江省的经济文化建设主旋律紧密结合起来。今日起，本报特推出“当职业教育遇上特色小镇”系列报道，深入挖掘特
色小镇建设与职业教育良性互动、彼此成全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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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最棒的决定就是选择了适合自己的教育

小工匠有大手艺

近日，在由慈溪市委、市政府主办的2017慈溪
市“技能之星”职业技能电视大赛颁奖典礼上，宁波
行知中等职业学校“校园金钥匙”礼宾队和烹饪专
业学生代表通过礼仪操表演、专业技能展示彰显了
“知行统一、德技双修”的行知工匠风采。该校礼仪
队还出色完成了颁奖典礼迎宾、引导等服务工作，
赢得了组织方的赞誉。

（本报通讯员 胡迪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