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汪 恒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7
E-mail：gjjw3@qq.com 32020年1月6日 星期一

新闻新闻新闻新闻 观察观察

□本报记者 汪 恒

新年第一天，在苏州一家家政企业

供职的张雪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客服工作

中。2019年从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家

政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的她，成为主动投

身家政服务业的大学生。在她看来，“家

政服务业的社会需求会越来越大，前景很

好。年轻人也能得到很多锻炼”。

未来或将有更多家政专业学生从高

校走出，为这个庞大产业注入活力。不

久前，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家

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要支持院校增设一批家政

服务相关专业。据统计，去年全国共有

72所高职院校新设家政相关专业。与

高校家政专业兴起形成对比的是，家政

行业有效供给不足、发展不规范等问题

日益凸显。高校力量的介入，能给这个

行业带来怎样的变化？作为小众专业，

家政专业如何探索符合行业发展趋势的

建设之路？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

相关高校。

专业让行业发展“挺直腰板”
2001 年，胡道林通过在宁波创建

81890 公共服务品牌接触家政服务业。

“生活条件好了，社会分工细化，优质家

政的需求很旺盛。”然而，胡道林很快发

现，市场虽然形成，老百姓对家政服务的

质量却很不满意。在对家政服务员加强

技能培训、增设服务标准之后，胡道林意

识到，行业要想再上台阶，还需要大量的

专业管理人才，“要让家政业有后劲，必

须要在大学有相关学科，不然始终走不

远、缺乏底气”。

2013年，宁波卫生职院与宁波市贸

易局联合成立了宁波家政学院，宁波卫

生职院首次招收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的

学生。胡道林也成为专业的校外带头

人。“高校家政专业并非培养高级保姆，

而主要是培养家政行业的管理者。”宁波

卫生职院家政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

宁波家政学院副院长朱晓卓说。

“家政行业正面临着从1.0到 2.0的

转型。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家政服务业

的一批人往往是迫于生计入行的，缺乏

服务意识和产品意识，这需要现代家政

从业者来逐步改变行业现状。”朱晓卓认

为。在胡道林看来，已经走上工作岗位

的家政专业“科班生”，比同龄人对行业

有更深入的了解，上手更快。很多人入

职半年后便能胜任部门负责人岗位。

虽然有大量社会需求，但近年来高

校的家政专业却屡屡在招生上遇冷。“比

如有的学生认为，家政就是伺候人的工

作；家长觉得孩子都是大学生了，不适合

做这个。”胡道林说。改变公众的偏见，

稳住学生和家长是家政专业成立后做的

“头等大事”。朱晓卓介绍，校方坚持举

办新生家长见面会，向他们阐明专业的就

业前景。同时，校方也增加了奖学金额度

和助学力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学生流失

渐渐少了。填报家政专业志愿，甚至将其

作为第一志愿入学的新生也多了起来。

“高校要发展家政专业，一定要得到当地

政府及行业协会的扶持。相比其他专业，

它在招生上较为弱势，需要外部环境的支

持和办学者的耐心。”朱晓卓说。

抓住“提质扩容”机遇
《意见》第一条便提出，原则上每个

省份至少有1所本科高校和若干职业院

校开设家政服务专业，扩大招生规模。

这让不少高校家政领域的学者感到振

奋。“光靠短期的人员培训，对家政行业

来说还远远不够，需要各级院校建立科

学、系统的人才培养体系。”浙江树人学

院健康与社会管理学院副院长汪群龙告

诉记者。

家政专业人才培养不仅是高职院校

的事，也需要本科院校的参与。树人学

院家政学研究中心主任朱红缨说：“家政

服务业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学科的角

度，用系统的知识和研究方法来解决。”

树人学院是我国高校中较早举办家政专

业学历教育的高校之一，后因故停办。

眼下，学校正在计划恢复家政学专业。

“由于历史原因，家政专业曾在国内高校

断档半个世纪左右。行业亟需一批研究

型人才来探索家政行业的发展规律，用

理论来指导实践。”胡道林认为。

家政专业的人才培养如何有的放

矢？朱晓卓曾前往国内其他开设家政相

关专业的院校调研，发现大家的侧重点都

不相同。“家政学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

科，内容包罗万象。”最后根据学校的办

学优势和产业需求，朱晓卓把办学特色定

位为“健康+”，并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

设置了老年照护与管理、母婴照护、病患

照护与管理等3个岗位方向。不仅如此，

校方还根据行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尝试在

课程体系里增加管理、互联网、市场营

销、创业等相关内容。

“一方面要鼓励相近领域比如护理、

社会工作、营养学等专业的校内教师积

极转型；另一方面要与业内密切联系，引

入企业负责人作为行业导师。”朱晓卓

说。现在，每届学生专业实习前，学院还

会举办“双选会”，让学生现场分享职业

规划，找到最合适的“搭档”导师。

高校家政专业“风口”探路

□程振伟

最近几年，一些综合性大学越来越

重视人文学科建设。比如，浙江大学向

全球招聘文科领军人才；清华大学推出

文科建设“双高”建设思路，旨在做到一

流大学建设和一流文科建设相统一。

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些以

理工科人才培养享誉世界的大学，实

际上也都有颇具特色的文科体系。斯

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

院等世界一流理工科高校，都非常重

视人文学科的发展，强调文理科的结

合。在国内，对标世界先进高等教育

发展方向的南方科技大学，在将理、

工、医作为办学基础的同时，也注意建

设小而精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开展一

流水准的人文学科通识教育，进行文

理融合的特色文科研究。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高等教育

“双一流”建设，提出要让更多大学进入

世界一流大学前列，提升我国高等教育

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其中，要完成

建成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宏大使命，

就不能在学科建设上有突出短板。高

等教育规律表明，高校越是高质量发

展，理念引领越是重要。人文学科“瘸

了腿”，学校就很容易陷入功利、浮躁、

片面发展的怪圈。

而且，高校在发展理工科的同时发

展好人文学科，不仅能用新技术、新理

念推动人文学科发展，而且对理工科的

发展也有巨大反哺作用。当下教育部

力推的新文科建设，不仅涵盖人文社会

科学领域内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渗

透、拓展，也包含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文理交叉、文医交

叉、文工交叉等新兴领域。正是因为理

工学科有新理念新突破，才使得新文科

建设有了相应学科基础。新文科发展

大潮中，高校的多学科之间会有更多融

通，在交叉融合中获得基础研究上的大

发展、大突破，取得理工类和人文学科

人才培养“1+1＞2”的效果。

此外，大学理工类专业培养人才的

目标定位，不能仅停留在掌握某种专业

技能的人才，而是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发

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其中，高素质

人才的培养离不开通识教育中人文艺术

与社会科学的部分。比如，苹果创始人

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

透露，最早苹果产品上漂亮的字体即是

出自他在大学书法课上得到的灵感。此

外，高校理工类人才培养也能通过加强

和改进人文教育，滋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最终塑造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衢州学院
召开服务发展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余 蕊）日前，衢

州学院举行了以“服务高质量发展，促

进高水平建设”为主题的服务发展大

会，集全校之力打造校地融合新名片，

向高水平应用型大学迈进。

本次大会上，衢州学院数字经济学

院和美丽经济学院揭牌。两大学院将

致力于对接衢州主要领域的新兴产业，

打破院内传统的学科边界，灵活组建交

叉复合型团队来服务衢州发展，切实提

高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同

时，现场还签约了 11 个校地、校企项

目，涉及高端装备制造、美丽乡村建设、

绿色金融、高端特种纸、大数据物流、教

育等领域。

据了解，去年衢州学院通过开展校

企“双走进、双服务、双促进”专项活动，

共服务企事业单位582家，征得企业技

术难题470余项，达成合作项目300多

项，获得科研经费2200余万元。

□本报通讯员 林 瑾

冬日的一个下午，温州苍南县钱库镇

中心卫生院医生陈定处像往常一样，从

单位出发，来到村里随访一对患有高血

压的老夫妇。陈定处从温州医科大学毕

业后，已经在这家卫生院服务了7年。她

长期坚持随访的细致作风，让附近的村

民都觉得，年轻医生医术好而且更有热

情和耐心。

比陈定处小一届的学弟王伟毕业后

则一直服务于温州市瓯海区仙岩街道卫

生服务中心。毕业后他专研高血压等慢

性病的中医治疗方法，形成了具有个人

特色的治疗方式，受到患者好评，大家

说，这位年轻医生值得信赖。

2010年，温医大开展了面向基层的

本科层次全科医学人才的定向培养工

作。10年来，从这里走出了很多像陈定

处和王伟一样，坚持扎根在基层，坚守

“群众健康守门人”的青年医生。温医大

以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为起点，在温州

地区率先开展了“招生—培养—就业”一

体化的人才培养联动机制。这套机制

下，按县级生源地招收学生，并由生源地

政府给予经费、编制等政策配套，参与人

才培养过程。学生毕业后再定向就业于

县域内基层医疗机构。

在开展定向全科医生培养的实践过

程中，温医大通过调研和走访，发现基层

全科医生还存在“服务能力不强、毕业生

履约率低、后续发展受限”等问题。于

是，学校又在2014年提出“国标省统、县

管乡用”的基层全科医师培养与使用机

制。即按照修读5年本科学业、通过执业

医师考试、再完成3年规培的培养流程，

并接受省级层面从招生到就业全过程的

政策统筹。学生就业时采取“县管乡用”

机制，让毕业生在县域内灵活流通。此

举有效破解了定向培养全科医学生“用

不上、下不去、留不住”的问题。这套“县

管乡用”的机制，已在浙江省各县（市、

区）全面推开。

目前，温医大已建立校地融合的全

科医学管理体系，并成立全科医学学院，

与省内定向培养的69个县（市、区）卫健

局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协同育人

机制，还与海外3所高水平大学组建了

专业共建联盟，并逐步构建起以“全科医

生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五年一贯的全科

医生培养体系。这套培养体系将基层全

科医生应该具备的能力融入人才培养方

案，设置修订课程并完成了全科课程系

统整合。

经过10年的探索和实践，温医大共培

养了1300余名面向基层的全科医学人

才。履约率从2013年的69%提升到2019

年的89.8%，毕业生对基层工作满意度从

42%提升到80%。这大批基层医学人才

的注入切实提升了基层分级诊疗的质量

和能力。此外，学校还通过社区实践基地

建设、兼职师资聘任及面向基层的培训平

台搭建，使全省100余所社区医疗中心的

服务能力和医疗水平得到改善。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健康守门人，十年磨一剑
——温医大全科医生培养走过10年

理工类人才培养不能少了“人文味”

浙江经济职院
获企业“加码”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陈红松）浙江经济

职业技术学院近日举行了中国特色高水

平高职学校建设启动仪式。仪式现场，

一大批世界500强企业及上市公司与浙

江经济职院签订了深度合作协议。

据了解，此次签约企业包括物产中

大集团、吉利控股集团、联想集团、绿城

服务集团、百世集团、韵达集团、圆通集

团等公司。此外，浙江省商贸业联合

会、杭州钱塘新区管委会、浙江省连锁

经营协会、浙江省电子商务促进会、浙

江省汽车流通协会和义乌市，还分别与

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政行校产

教融合新高地。

由浙江经济职院与物产中大集团、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三方合作筹建

集培训、咨询和合作三位一体的混合所

有制企业大学——物产中大国际学院

也在会上揭牌。

台州学院
聚焦建筑业现代化

本报讯（通讯员 高 阳）近日，浙

江省建筑业现代化台州产业学院在台

州学院正式成立。

据了解，产业学院以“立足台州、服

务浙江、放眼‘一带一路’”为目标定位，

服务建筑产业、地方经济发展。接下

来，产业学院将整合台州市建筑业大专

院校教育资源，与行业、龙头企业组成

产教融合联盟。

产业学院下设“2室、2所、1站、5中

心”。其中，2室侧重于日常运行和产教

融合；2所致力于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研发和推广；1站负责收集研析“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建设法规、标准、习惯

等；5个中心分别对接行业中规划建筑、

土木工程、市政工程、交通工程、工程结

构检测鉴定等领域，满足建筑产业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式的现实需求和长远

发展。

浙大开设
国内首个脑科学专业

本报讯（通讯员 金云云）浙江大学

医学院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日前宣布成

立。该学院下设生物学（神经生物方向）

和临床医学（神经精神医学方向）两个本

科专业。此举使浙大成为国内首个开设

脑科学本科专业的高校。

据了解，该学院将由中国科学院院

士、浙大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担任院

长。作为全国首个脑科学和脑医学领域

教学、科研、临床有机结合的新兴学科，

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致力于成为国际一

流人才汇聚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

脑科学交叉研究平台。

近年来，浙大在发展脑科学研究方

面举措颇多。2018年9月，浙大发布“双

脑计划”，集中优势学科力量，重点推进

脑科学与意识、下一代人工智能、脑机交

叉融合等前沿方向的研究。同年10月

25日，浙大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

获教育部批准建设。

近日，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首届校友企业双选会
会暨 2019年冬季招聘会。现场，99家校友企业带来了 1000
余个工作岗位，提供给2020届毕业生。图为招聘会现场。

（本报通讯员 刘飞燕 摄）

校友回校“招兵买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