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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山水花田的设计师
上一秒还岿然不动的“铜人”，待游客从身旁

经过，瞬间活动起来，或持鼓，或敲锣，或吹号，带

给游客们别样的惊喜。日前，缙云工艺美校“尚

美志愿者”团队把志愿活动搬到了仙都鼎湖峰景

区，除了8位“铜人”外，还有20名身着红马甲、

手持画板进行现场创作的美术生。“‘铜人’的妆

画得很逼真，现场作画的学生功底也很棒。”一位

来自上海的游客光欣赏还觉得意犹未尽，当场买

下了学生们提前装裱好的美术作品。

相比让游客们获得额外的旅游体验、特殊的

纪念品，能发挥专业所长为仙都景区争创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出一份力，更让缙云工艺美校的

学生们感到兴奋与自豪。其实，这并不是该校师

生第一次参与仙都景区“创5A”工程，早在景区

“创5A”建设方案征求意见环节，身为缙云县文

化创意协会会长的杜卫建就曾带着该校教师们

共同出谋划策。

不仅仅是仙都鼎湖峰景区，依托缙云县文化

创意协会平台，该校师生积极参与旅游景区和美

丽乡村的设计与规划工作，推出了缙云笕川花海

景区、缙云石窟“江南敦煌”项目等成功案例。以

笕川花海项目为例，电脑设计专业的学生们在李

颜肖、周岳军两位教师的指导下，参与了笕川花海

景区从形象设计到导游图览、从门景设计到小火

车装修的全过程。其间遇到的问题被教师们带回

课堂，成为学生们热烈讨论的生动案例。此外，该

校商品油画专业的师生们还将代表缙云特色的元

素惟妙惟肖地画到了文化墙、景观石和其他显眼

的地方。而婚纱摄影专业的师生们更联手制作了

一部宣传仙都景区风貌的山水视频《丽水山居 缙

云乡墅》，以期让更多人看到缙云的美。

从日常生活中汲取教学素材，将美术教育与

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缙云工艺美校致力于以美育

成就美景，服务地方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该

校的老牌优势专业，商品油画专业一直被誉为

“油画师的摇篮”，在服务丽水“古堰画乡”景区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助力“古堰画乡”由

原先的油画集散中心转型发展为如今集写生、摄

影、休闲、养生为一体的4A级景区，成为当地政

府招商引资的一张金名片。“我们不仅为‘古堰画

乡’文化产业园提供优质的油画作品，而且提供

培养油画产业后继人才的优质教育，真正起到了

引领‘古堰画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商品油画

专业组组长金向军说。

金向军口中的优质教育主要依托于该校与

丽水市莲都区教育局合办的古堰画乡分校。“那

是2005年，丽水市委、市政府以发文的形式给学

校下达任务，要求我们到莲都区大港头镇创办分

校。”被委任为分校校长，金向军每年要从当地初

中学校遴选一批有一定美术功底的初三学生，组

成预科班学习商品油画。“1年预科班学习、2年工

艺美校学习、3年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1+2+3’商品油画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得益于对该人才培养模式一以贯之的坚决执

行，缙云工艺美校已然为整个丽水地区培养起一

支梯队合理、基本功扎实的商品油画师队伍。

灵动的匠心是核心生产力
打光、拍摄、修图、设计展示页……在电商美

工实训基地里，负责淘宝店铺设计的学生正有条

不紊地忙碌着。“又一年‘双十一’即将来临，合作

的电商企业给学生们压了不少任务。”该校电商

美工专业组组长赵靖说，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开

始重视电子商务领域的博弈，优秀的电商美工人

才供不应求，这也是该专业从工艺美术向电商美

工转型的缘由。

多年来，顺应市场发展趋势调整专业设置和

教学方向，缙云工艺美校始终站在美术教育发展

的最前沿，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重要使命，致

力于为区域经济发展输送美术类高技能人才。

“婚纱摄影专业的师生成为县里各类大型活动的

御用摄影团队，商品油画专业师生的作品常遭遇

各大画廊的哄抢，电脑设计专业的师生纷纷成为

各村创建美丽乡村的设计顾问。”说起师生们受

企业、社会欢迎的程度，杜卫建与有荣焉。

然而更令杜卫建感到自豪的，当属该校师生

为推广缙云特色美食所做的一系列设计推广和

形象宣传。“将‘爽’字的笔画变形成爱心、云、麦

穗等元素，寓意用心打造、云上麦田和完美爽面，

整体色彩以最能引起人食欲的红、黄两色为

主。”杜卫建介绍说，该校师生集思广益，不仅为

缙云土面构想了索面、爽面、长寿面3个名字，而

且整体设计了每一种土面的包装与标识。以缙

云爽面为例，该校还根据不同档次、不同消费人

群作出了不同的设计方案。纸盒装、竹编装、袋

装、圆筒装，每一种包装对应一套不同的设计，精

美的设计方案得到了缙云县农办的高度赞扬。

这是继缙云烧饼之后，该校为弘扬地方特色美食

作出的又一贡献。

为了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缙云工艺美

校每年都会推出各类社会培训，涵盖摄影摄像、

旅游产品开发、电子商务、民宿管家培训等多个

领域，既有面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专业技能培

训，又有面向企业在职员工的能力提升培训，年

培训人数逾千人，提高了艺术相关产业从业者的

整体素质。

藏在文化背后的艺术张力
黄帝文化在缙云源远流长，民间至今流传着

轩辕黄帝在此炼丹升天的传说，仙都黄帝祠宇也

因此成为南方轩辕黄帝祭祀的中心。每年两次

的黄帝祭祀大典，都活跃着缙云工艺美校学生的

身影。重阳节当天，该校武术社、模特队的60余

名学生参加祭礼，击鼓，撞钟，敬献三牲、五谷、鲜

花、美酒等祭品，整个祭礼结合缙云当地的传统

民俗，以传统与现代、礼与乐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这是我们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敬意，也是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该校政教处主任林慕阳

表示，服务地方文化发展，也是该校社会服务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寻找历史发展过程中遗落、蒙尘的文化瑰

宝，缙云工艺美校发挥美术教育的优势，将缙云的

地方文化一一捡拾，串成美丽的珠串。毫不夸张

地说，该校将文化服务的视角拓展到整个丽水

市。为弘扬丽水长寿文化，杜卫建带着婚纱摄影

专业的教师们走村访乡，历时半年多，为丽水全市

9个县、市、区的200多位长寿老人拍摄了照片，并

开办专题摄影展，编印百岁老人画册。此后，这支

团队又耗时9个月，寻访了缙云县99对结婚60

周年以上的“钻石婚”夫妇，并将为他们拍摄的照

片出版成“钻石婚”摄影集《老夫老妻》。

“这些照片不仅留下了老人们珍贵的影像，

更难得的是引发了全社会对老人们的关注，缙云

县政府全面铺开了老人照料中心的建设，使孤寡

老人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照料。”婚纱摄影专业组

组长虞博涵欣慰地说，能够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

技能为社会带来进步，哪怕只是一点点，也弥足

珍贵，因为那是艺术的力量。

极尽“尚美”之能 服务地方发展
看缙云县工艺美术学校如何做强社会服务

□李 慧 谢惠媛

有人说，每10个缙云学生中就有一个懂美术的，

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缙云人更是数不胜数。坐落于

好溪之畔的缙云县工艺美术学校为这句话添加了沉

甸甸的注解。1500余名在校生全部接受美术教育，

他们的美术理念影响超过1500个家庭，甚至还会在

毕业后影响一家企业、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区域。

该校学生杨伟勇毕业后选择回到老家官店村经

营石雕产业，工作之余，他会向村民们传授石雕技

艺。在杨伟勇的带领下，村民们先后创办起33家石

雕、石材加工企业，大量精美的石雕工艺品远销海内

外，使得官店村发展为远近闻名的“石雕村”。“因为擅

长将绘画技艺运用到石雕的生产加工中，杨伟勇的作

品往往更具设计感，也更受市场青睐。”缙云工艺美校

校长杜卫建说，3年浸润式的尚美教育，使该校学生

养成了扎实的美学素养，这也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文

化底色。

学习美、创造美、传播美，缙云工艺美校的师生俨

然是美的使者。他们利用手中的画笔、相机、电脑、美

工刀等一切美的工具，捧出匠心，为绿水青山添彩、为

文创发展助力、为文化传承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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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缙云工艺美校“尚美志愿者”团队开展“助力创5A景区，
提高旅游竞争力”志愿者活动。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今年3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

发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

2020年）》明确提出，建立普通高中和中等

职业学校合作机制，探索“课程互选、学分互

认、资源互通”机制。

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如同鸟

之两翼，缺一不可。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

征程中，建立两类学校的合作机制，能够最

大限度地利用各类资源为不同类型人才早

期识别与培育服务。然而，长久以来，普通

高中和中职学校“各自为政”。如何打破职

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壁垒？在浙江省，一些

学校先行先试，走出了一条职业教育和普通

教育的“融通”之路。

双向选择，赋予学生更多可能
2000年，长兴推出首批职校改革班，学

生不再学习职校课程，而是和普高学生一

样，学习物理、历史、化学、生物等课程。但

由于普职壁垒并未完全打开，职高学生想要

参加普通高中考试，难比登天。时隔17年，

今年，长兴推出了普职融通班，中考生有了

“二次选择”的机会。凡被录取到普职融通

实验班的学生，经过高一第一学期普通高中

知识的学习，能够适应普通高中的教学要

求，且学习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则可申请继

续普通高中的学习。反之，普高学生觉得自

己更适合接受职高教育的，也可通过申请、

考核进入中职学校学习。

“这样的选择在以往是做不到的，这背

后涉及学籍管理、课程衔接、学校间的对接

等诸多工作。而如今，随着中职学校和普通

高中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越来越频繁，学校逐

步实现了资源共享。”在长兴县教育局职成

科副科长沈玉良看来，普职融通班对于有心

进入普高深造却在中考中一时失利的学生

而言，无疑多了一个“二次选择”的机会。

事实上，早在2015年，浙江省教育厅就

下发了《关于推进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学生

相互转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需

要转学的普通高中学生或中职学校学生，可

向就读学校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中职学校

或普通高中学校提出转学申请。

作为宁波市首批普职融通育人模式改

革试点学校，2013年，宁波经贸学校率先与

李惠利中学合作开办普职融通班。2016

年，学校又与宁波中学合作开办普职融通

班。4年时间，学校数十名学生拿到了普高

“通行证”，先后转入李惠利中学、宁波中学

就读。

杨莉莉是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财会

普职融通班2015级学生。当年，她以0.5分

之差无缘普通高中。因为学习勤奋，杨莉莉

很快在班上脱颖而出，有机会转学到五乡中

学。然而，她放弃了这一机会，决定继续学

完会计专业。她说：“很喜欢自己现在的专

业。”“普职融通班学生放弃转学普高，并非

个例，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普职融通让学生

更自信了，懂得选择了，学校的办学更活

了。”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杨飞说。

职校和普高“破墙办学”
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成为一个突出

的社会问题，“有文化没技能”“有技能没文

化”成了两个极端现象。这使得不少高中学

校认识到，除了落实普职“双向互转流动”，

在日常教学中实现普职的知识与技能的联

动对接，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云和中学和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毗邻，中间仅隔着一堵围墙。由于教育目标

定位不同，这堵墙隔开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方

式。2014年，两校在这堵围墙上凿开一扇

门，学生开始跨校走班。在云和中学校长刘

定华看来，学校缺乏课改要求的技能类选修

课程的教师，而职业学校有着丰富的课程和

教师资源，学校与云和职技校一墙之隔的地

缘优势又是诸多学校所不具备的，普职融通

是顺理成章的事。

虽然已经是高三的学生，洪林芬还是选

修了“木制玩具制作”课程。她并不觉得这和

学习会有冲突。“相反，我觉得这门课特别有

意思，去云和职技校的实训基地动动手、动动

脑，还能提高学习效率呢。”洪林芬笑着说。

“这正是普职融通的意义所在。”刘定华说，

“希望借助这一系列课程，为学生的终身学习

和未来发展奠基，帮助学生‘成人成我’。”

无独有偶，台州市第一中学和椒江区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也仅一墙之隔。如今，这面

墙早已成为一扇门。只要穿过这扇门，双方

师生就可以到对方学校讲学、上课。早在

2010年，台州一中和椒江职业中专就开始

了合作办学的探索。基于学生学习生活所

需和兴趣考量，两校合作开发了生活素养、

生活技能、科技素养、专业技能等四大类20

余门职业技能类课程。台州一中还将职业

技能类课程引入学校课程体系，确保80%

以上参加职业技能类选修课程的学生获得

相关职业初级工技能。每次网络选课，职业

技能类课程都会遭到“疯抢”。

“如今，学校的学生都有一个普遍问题，

尽管学习成绩不错，但是动手能力不强。”台

州一中校长陈志明说道，“普通高中所开展

的扎实的基础素养教育能为中职学校提供

启示。而中职学校面向产业市场办学，注重

实践能力培养，为普通高中推进专门领域的

创新人才早期培育、提升学生动手能力提供

参考，合作办学大大发挥了1+1>2的效果。”

将职业启蒙渗透到义务教育阶段
摄像机拍摄到的画面如何变成电视上

播放的新闻？传说中的3D打印具体如何

操作？采摘来的中草药如何变成吞服的药

片？如何选择、规划自己的职业？……在宁

波市学生职业体验拓展中心，这些问题都能

找到答案。去年11月，宁波市学生职业体

验拓展中心正式启用，该体验中心也是全国

首家综合性的学生职业体验拓展基地。

体验中心遵循“测试为先、体验为基、指

导为辅、培训提升”的原则，设置了职业倾向

测试区、职业体验场馆、职业生涯规划室。

宁波市教育考试院院长王春潮介绍，体验中

心将通过分析学生职业倾向、指导生涯规

划，发挥指导学生志愿填报的作用，有可能

改变学生以分数选择专业和职业方向的现

状，实现科学规划职业生涯。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职学校也意识到，

想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真正融通，首先要

提高社会对职业技能和职业教育的认可和

了解。基于此，不少中职学校将职业启蒙渗

透到职业教育阶段。

上个月，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面向

初三学生推出了职业体验活动。学校结合

自身专业特色，推出了商业社会、艺术设计、

智创空间、智造工厂、幸福生活五大模块15

个项目。每周三，初中学生可根据自身爱

好，体验相应的项目。授课教师不仅会给学

生讲解不同项目的职业特点，还会让学生自

己动手体验。“今天自己动手做了一个蛋糕，

太有趣了。”“体验陶艺项目，不仅培养了我

的耐心，也拓宽了我的眼界。”“以后我想从

事有关理财的工作。”……半天活动结束后，

学生们收获满满。

“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渗透到义务教育

阶段，是职业学校服务社会、服务基础教育

的使命，也是职业教育冲破发展壁垒的创新

之举。”德清职业中专校长周武杰如是说。

至今，已有6所初中学校的700多名学生参

与了体验。

椒江职业中专借助社会平台，面向区中

小学生开设普职融通选修课。以区人民政

府主办的360公益课堂为平台，开展亲子

3D打印、优雅茶艺等公益培训。以海门书

韵大讲堂为平台，推出“Scratch少儿趣味

编程入门”公益讲座。后期，学校还将主动

对接1~2所中小学校开展普职融通探索。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融通”之路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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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
与义乌市餐饮宾馆行业协会联合举办
首届“校企杯”运动会。城镇职校和校
企合作单位商城宾馆、旺都酒店、义乌
大酒店等18支代表队参加了袋鼠蹦
蹦跳、迎面接力等项目的角逐。运动
会加强了学校教师与企业员工的切
磋、交流，校企关系进一步“升温”。

（本报通讯员 杨 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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