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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家维

10月24日早晨9点，张凯能来到位

于桐乡崇福的工作室，打开淘宝后台，开

始统计前一天的成交量。上午，他要向厂

家报单，下午直接去拿相应的皮衣皮草，

当天这些衣服会被打包运往全国各地。

在他近30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5

台电脑零散地摆置着，连着办公桌的是

一个打包台，上面零星放了几把剪刀，

再里面就是一个窄窄的直播间和堆着

各类皮衣的仓库。“双十一”快要到了，

张凯能的店铺已进入全面备战状态。

作为老板的张凯能总要加班到凌晨1

点多才能休息。

张凯能是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的毕

业生。2013年，从海宁职高毕业后，他

拿着父母给的和自己攒的6万元，和姐

姐合开了一家专卖皮衣、皮草的淘宝

店。4年多下来，店铺年销售额近千万

元，张凯能年收入百万元，实现了人生的

“逆袭”。

在海宁职高教师徐正伟眼中，张凯

能是个坚韧、肯钻研的学生，很拼很努

力，拥有超前意识。

“高二时，我开始接触电商。那时淘

宝刚刚兴起，我们学校也顺势开设了电

子商务课，教我们网店运营、美工等相关

知识，那时我就开始在网上实践，刚开始

是卖鞋，后来卖叔叔家的皮衣。当时没

有电脑，也没有手机，只能借班主任的电

脑操作。”张凯能说。

2013年，张凯能加入了学校的教学

特区。这是学校为有创业梦想的学生提

供的一个平台。“当时老师有一句话特别

触动我：‘你们出去给别人打工，还不如

给自己打工。’的确如此，如果我创业失

败了，我还有机会给别人打工，如果我一

毕业就去给别人打工，那我很有可能会

给人打一辈子工。加之我不太擅长和人

面对面交流，线上工作很适合我，所以一

毕业，我就开始创业了。”

怀揣着6万元父母的辛苦钱和自己

高中攒下的积蓄，张凯能开启了自己的

创业人生。“由于姐姐之前也开过一年网

店，有一些经验，我就把姐姐也拉了进

来，姐弟俩商量着筹备开淘宝店。”

2013年3月，张凯能的淘宝店开张

了，专做年轻女孩的皮衣、皮草。姐姐负

责选款和拍照，张凯能负责售前与售后；

姐姐管微店，张凯能打理淘宝店。

“其实做我们这一行不确定因素挺

多的。比如款式如果没选好，钱就会打

水漂。有一次我们的主推款退货率超过

90%，没办法只好清仓处理，亏本甩卖。”

张凯能无奈地说道。这让他意识到，要

干好电商这一行，必须时时学习，给自己

加油充电。张凯能经常会利用空余时间

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电商培训。每天睡

前，他还会逛逛电商论坛。

算下来，张凯能已经经历了5次“双

十一”。“每年的‘双十一’是我们皮衣销

量的高峰期，当天的营业额基本能过百

万，不过压力也很大。”张凯能说道，“我

们要从11月10日的晚上通宵熬到11

月12日早上。店里6个员工，1个客服

要同时回复100多个买家的咨询。我们

累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即使睡着了，

一有‘叮咚’（买家咨询）声，就会条件反

射地惊醒，从凳子上跳起来继续工作。”

“马云是我的人生偶像，我从高中就

开始看他的演讲，到现在我都记得他说

过的一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

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

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现在想来，互

联网给了我谋生的机遇。从前的我压根

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淘宝‘卖家’。高中求

学的经历给了我底气和自信，同时也让

我知道，只要有冲劲、拼劲、闯劲，我的才

华就不会被埋没。”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国学咏唱、武术表演、合唱、剪纸、茶

道、非遗工艺……近日，在由省教育厅、

绍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8年浙江省

暨绍兴市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

上，天真烂漫的儿童、朝气蓬勃的青年、

精神矍铄的老人纷纷登台献艺，描绘了

一幅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美好图景。

如今，在浙江，闲庭散步间随处可见

其乐融融的学习场景。“活到老、学到老”

日益成为浙江人的自发追求。而这背后

的驱动，是浙江成人教育打造的一项项

“暖心工程”。

让学习便捷起来
每天登陆“第三年龄学堂”在线学习

平台，在“自学园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养

生保健、科技数码等相关课程，在学习圈上

传自己的学习作品、分享学习心得……这

已经成了郭军武的日常。退休10余年，郭

军武坦言，自己从未像现在这样充实。

2015年，秉承“教育养老、以课养

心”的理念，浙江广播电视大学开通了

“第三年龄学堂”在线学习平台。平台开

设了29565门课程，有超3万个资源，涉

及养生保健、休闲生活、投资理财、文化

素养、实用科技等10余项内容。有相同

爱好的老年人还可以进入相应的学习

圈，进行互动交流。平台开放至今，热度

颇高的“摄影天地”学习圈发起话题数超

过4000个，访问量达20余万次。

自从加入了“摄影天地”学习圈，年

近60岁的摄影爱好者张庆仙欣喜地发

现，自己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是共

同体中一个活跃的细胞。每次拍下不错

的照片，她都会分享在群里，和群友们交

流拍摄技巧。“在学习圈里，结实了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在线上交流心得，

我们还会经常参加一些线下的摄影活

动。”张庆仙兴奋地说道。

“要让终身学习便捷起来，把终身教

育服务延伸到社区、乡村、群众身边，按

照‘最多跑一次’的要求不断简化入学程

序，方便群众使用各类学习资源。在信

息时代，尤其要大力建设‘互联网+终身

学习’平台，真正实现‘处处可学’的泛在

学习环境。”在2018全国全民终身学习

活动周开幕式上，省教育厅厅长郭华巍

这样说道。而这正是浙江成人教育近年

来的用心所在。

截至目前，全省建成市级社区大学

12所，县级社区学院92所，乡镇（街道）社

区学校 1204 所，村（社区）市民学校

16527所。同时，还开通了“学习广场·浙

江终身学习在线”“浙江社区教育网”“第

三年龄学堂”等网络学习平台，拥有超过

3万个学习资源。全省109所高校也已

全部进驻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

共享平台，已上线课程1500余门，开课

2400余期，学生选课数超30万人次。

让百姓“安居乐业”
一年前，从外乡搬到宁波北仑的王

芳还担心不能适应城市的生活。让她没

想到的是，城里的生活比想象中更精

彩。现在，王芳常常像上班族一般朝九

晚五，只不过她不是去上班，而是去参加

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数十万外来

人口活跃在北仑区各行各业。新市民在

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诸多差

异，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为了

让新市民尽快融入城市的生产、生活之

中，北仑区建起“新北仑人学习之家”。

总部设在北仑区社区教育学院，9个分部

设在街道（乡镇）社区教育学院（中心），

各分部下设1~12个不等的教学点。全

区现有41所市民学校、196所村民学校、

81所企业职工学校、96所假日学校。学

校从所在区域的外来人口现状出发，利

用自身教育资源，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和

学习娱乐活动。

新北仑人的主人公意识被唤醒，自发

成立了多个公益组织。义胜志愿者服务

队通过便民服务、扶贫帮困，把关爱送给

外来务工者；知心工会通过组织丰富多彩

的文娱活动，打造温馨、活力的工会品牌；

牵手学堂用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滋养民

工子女……新北仑人在这些活动中找到

了自身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真正意义上完

成了从异乡人到新北仑人的转变。

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是浙江成人教育

的一个美好愿景。不同于宁波北仑，地

处浙西的常山是劳务输出大县，不少农

村女性选择到城市当保姆。为了打响

“常山阿姨”品牌，常山和浙江树人学院

合作成立了家政服务培训学院，制定出

台了全省首个地方保姆品牌认定标准，

为每一位授牌的“常山阿姨”建立完整的

“五类档案”（包括家庭、品行、健康、从

业、技能5个方面）……去年7月，在杭州

举行的“常山阿姨”专场推介会上，24位

“常山阿姨”被一“抢”而空。“拿到了‘常山

阿姨’资格证书，感觉自己更专业了，收入

也增加了不少。”说这话间，常山县黄冈村

村民何春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一个高中还没毕业的农家妇女，却

成功创办了甜瓜专业合作社，开创了独

具特色的“甜瓜—晚稻”生产模式。在嘉

兴，提起余新镇余西村种植大户褚富宝，

几乎无人不晓。一次偶然的机会，褚富

宝决定建大棚种甜瓜。因为毫无种瓜经

验，褚富宝开始不断买书、看书。在给自

己不断“充电”的同时，褚富宝的视野也

变得越来越开阔。2006年，褚富宝成立

了“褚大姐”甜瓜专业合作社。她深谙，

要种好甜瓜不能光靠埋头苦干，必须学

习和掌握先进的种植技术。褚富宝为合

作社配备了电脑和投影仪，建起远程教

育站点，做好周密的学习计划。

问及创业成功的秘诀，褚富宝坦言，

自己的创业之路和学习之路紧紧结合在

一起。2018年3月，参加南湖区粮油种

子技术综合培训班；4月，参加嘉兴市科

普教育学习活动；5月，参加绿色食品内

检员培训；6月，参加南湖党课教学改革

培训班；7月，参加无公害专职技术人员

培训班……虽然每天工作很忙，但褚富

宝每个月都会抽出时间，参加相应的培

训。为了带动更多人致富，褚富宝还依

托远程教育网络，向村民提供从播种、栽

培、施肥到虫害防治、采摘的一条龙技术

培训，把自家电话作为创业帮扶热线，24

小时为农户提供咨询服务。

褚富宝是浙江热爱学习的市民的缩

影。在不久前刚刚评选出的20位2018

年浙江省“百姓学习之星”中，既有创业

者、村干部，也有退休老人、企业职工、普

通教师。虽然各自有着不平凡的学习经

历，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以

自己勤学、乐学的行动带动身边的人，影

响周围的人，感染更多的人，为实现更有

价值的人生而投入到学习中去。

年近九旬的离休干部蔡怡结合自己

多年积累的摄影经验，先后创办江山老

年大学摄影班、江山市老年摄影协会等

公益组织，传播“快乐摄影”理念；杭州邵

芝岩笔庄总经理陈明珠把制笔技艺搬进

课堂、带进社区，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

手工技艺，义务教授学生两万余人……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新昌学院院长吕

美萍拥有茶艺师、救护培训师等15本证

书，谈及自己所从事的社区教育工作，她

说：“我觉得学习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能够让学习真正服务于社会，更是一件

荣幸的事。”

学习，让社会更有温度
成人教育的“浙江样本”

6万起家，如今年入百万

海宁职高一中职毕业生的华丽“逆袭”

日前，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食用菌专业的菇棚实
验室里迎来了香菇的丰收。菇棚里一株株菌棒整齐
地摆放在菇架上，大大小小的香菇正恣意生长。学生
们拿着自己亲手培育种植的香菇，脸上乐开了花。

（本报通讯员 曹荐科 摄）

菇棚实验室里迎来了菇棚实验室里迎来了““秋收秋收””

□张建强

“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指明了教育工

作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

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

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尊重劳动、崇

尚劳动，重视劳动教育。2014年4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乌鲁木齐同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

座谈时强调，要通过各种措施和方

式，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热

爱劳动的思想、牢固养成热爱劳动的

习惯，为祖国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

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

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大会上他指出，要教育孩子们

从小热爱劳动、热爱创造，通过劳动

和创造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

劳动和创造磨炼意志、提高自己。

劳动作为人类的本质活动，不仅

是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更是推动

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多姿多彩的人类

文明的根本力量，同时也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基本前提。然而，劳动教

育在今天已然成为被忽视的教育。

太多的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

对孩子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早已习

以为常，甚至包办了除学习以外的所

有事情。一些学校甚至只关注重点

率、上线率，结果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甚

至高分低能的所谓“人才”。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即

失业？有多少年轻人成了不劳而获的“啃老族”？

他们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愿劳动。在这种常态

的背后，是我国教育体系中劳动生活教育的长期缺

位。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

在社会中被淡化，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劳动意

识缺乏，学生轻视劳动、不会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

的现象相当普遍。

好在国家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在2015年

出台的《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关于加强

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明确了劳动教育的主

要目标和基本原则，以及抓好劳动教育的关键环节

和保障机制。加强劳动教育，把学生培养成勤于劳

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不仅是党和国家对

教育的根本要求，也是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的重要途径。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劳动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课。现代职业教育是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生

产方式，系统培养生产服务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教

育类型。其人才培养目标的性质决定了劳动教育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否具备正确劳动观

念、拥有良好劳动技能，成为衡量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指标。只有强化劳动教育，才能将职业

技能内化为职业能力，具备一定职业素养的技术技

能型人才培养目标才能得到根本保证。只有强化劳

动教育，才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脚踏实

地作好职业生涯规划。劳动教育不仅是职业学校培

育工匠精神的重要抓手，更是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

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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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2018级工
业机器人专业学生走进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慈溪学院工业机器人实训中心，零距离接触
工业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在慈溪学院师生
的现场演示和解说中，宁波行知职高学生观看
了工业机器人的“绣花功夫”，初步了解了机器
人的操作和运行原理。据悉，浙江工商职院慈
溪学院和宁波行知职高合作办学两年来，双方
实现了师资共享、实训设备互通，共同推进专
业的发展。

（本报通讯员 胡迪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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