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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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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雅

2019年10月，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收到了黔西南州山区一个小村传来的

好消息——浙纺服职院和当地绣娘共同开

发的土布刺绣手包“山海恋”等四款产品，

已批量销往上海，同时企业还接到了一批

公文包和手柄包的生产订单。那个用废弃

羊圈改造、屋顶上有着7个马蜂窝的车间，

正在热火朝天地赶工。

自2012年派出第一批骨干教师开展

贫困地区对口帮扶工作，8年来，浙纺服职

院的专业帮扶从新疆、青海拓展到了贵

州。系统谋划、整合资源、组团援助、精准

帮扶，学校充分利用自身在人才、技术及资

源方面的优势，因地施策，助力脱贫攻坚，

不断拓宽当地百姓增收渠道。

依托人才优势 精准扶贫对口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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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累计挂职五

年半的浙纺服职院教授、高级工程师祝永

志，谈起在阿克苏扶贫的最深感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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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逐渐陷入贫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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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工业城之后，最大难题就是缺少人才。

据浙纺服职院科研与地方合作处处长

吕秀君介绍，为解决当地人才培养方面的困

难，学校先后选派了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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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由此

赢得了阿克苏职院师生的高度赞誉。

2014年，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阿克

苏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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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了纺织工程系。在自治区优质校建设

中，两校协同，通过制定标准、项目立项、成

果申报等途径，不断推进学院学科建设和

实力提升。2012年以来，累计培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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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实验实训中心的建

设，让这些留得住的人

才有更好的条件提升实

践与创新能力。

今年，阿克苏职院

的“服装设计与工艺”

专业在浙纺服职院的

协助下已申报成功，并

将在 9 月迎来第一批

学生。

依托专业优势 精准构建培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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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地位的低下，使得当地绣娘普

遍学历不高，创新能力不足，这一非遗技艺

在当代逐渐褪色。

为协助贵州“锦绣计划”的实施，浙纺服

职院2018年多次派专业团队到当地考察，

希望发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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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学院

教师韩纯宇跟随团队到册亨县考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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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

们装进旅行箱，带往贵州。

10余人的服装专业骨干教师团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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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为扶贫攻坚出了一道附加

题。学校的新一轮培训尚无法展开，但分

隔两地的师生已通过网络密切交流起刺绣

手艺，这和一年前的情景大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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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待到晚上十

一点送走最后一个绣娘。”韩纯宇老师回忆

说：“‘扶志’还是起了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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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已先后为贵州册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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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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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也在这场扶贫中收获颇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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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资源优势 精准服务地方经济
人才和技术帮扶已获明显成效，攻坚

时刻，如何进一步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将

贫困地区扶上马再送一程？在教育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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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现代纺织技术专业

与阿克苏纺织工业园区管委会，对园区50

余家企业进行调研，对企业的产品、用工进

行分类统计，形成的调研报告为阿克苏纺织

工业劳动用工规划提供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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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技术支持。

在西南，2019年年末，20多名贵州绣

娘跨越山海来到浙纺服职院，进一步接受

关于时尚创意、色彩美学等方面的培训。

据吕秀君介绍，当时学校以此为契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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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娘“入

大学”，特意安排了她们与企业的对接活

动。绣娘的绣片、土布还引发了企业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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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当地产品应用于生产达20余项。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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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2年派出第一批骨干教师开展

贫困地区对口帮扶工作以来，浙纺服职院

依托专业与人才优势，量体裁衣，在高效精

准对口帮扶的过程中，努力实现帮扶由‘输

血’到‘造血’的转变，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全面

落实，体现了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高校的

使命与担当。

□本报通讯员 方寒寒

绿意盎然的茶园，是杭

州市富阳区“现代版富春山

居图最美示范区”的美丽拼

图。富阳有6.71万亩茶园，茶

叶总产量占杭州的14.89%。

然而，受今年疫情影响，富阳

茶农面临着采摘、加工、包装

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

眼见茶园面临减产降收

的困境，富阳区职业高级中

学第一时间组织由浙江省中

职名师汪利章领衔的“手工

制茶助农队”奔赴富春街道

拔山村，助力当地茶叶加工

龙头企业杭州富阳雅怡茶业

商行复工复产。

从2月 25日开始，7名

“手工制茶助农队”成员吃住

在拔山，义务参与茶企的茶

叶加工与包装销售工作，对

新茶加工开展技术示范与指

导。“沉下去”的助农行动受

到拔山村委和茶农的点赞与

好评。

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大源

山区觃口村的富阳玉青生态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门从事茶叶栽培、加工的农

业生态公司。由于公司刚成

立，老板缺乏栽培技术和加

工经验。3月底，汪利章组织

技术人员奔赴茶山，就土壤

改良、栽培管理等进行技术

指导。

事实上，富阳职高的这支“手工制茶助

农队”在当地早已小有名气。近年来，他们

频繁亮相全省乃至全国手工制茶比赛舞

台，屡获佳绩，是富阳手工制茶的一张金名

片。2016届毕业生陈晓洋曾获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手工制茶比赛一等奖，目前

供职于杭州西湖龙井茶业有限公司，是当

前年龄最小的国家级西湖龙井炒制非遗传

承人。学生陈晓洋、陈琪超分别于2018、

2019年获得富春山居斗茶大赛“十大炒茶

能手”称号……

汪利章说：“疫情之下，组织学生到茶

企开展技术服务、助农复产活动，具有特殊

意义。既可以帮助茶农解决用工难的问

题，增加茶农收益，服务当地经济，又可以

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磨炼学生的意志品

质，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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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当直播间的灯光打在身上，主播唐晓

洁不再像第一次直播那样手心冒汗。从最

初单纯讲解产品功能，到直播过程中与顾

客实时互动，唐晓洁越来越得心应手。

唐晓洁是宁波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电

商专业的学生，直播是她专业实践的一部

分，也是她从直播“小白”变为专业主播的

必经之路。未来，在电商直播领域就业，是

唐晓洁的梦想，也是很多人正在努力抓住

的风口。

2020年，疫情催生的“宅经济”使得电

商直播迎来爆发式增长，直播人才炙手可

热。近日，由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发布的拟新增的10个新职业中，就包括互

联网营销师，下设“直播销售员”工种。

敏锐地嗅到这一市场需求，一些职业院

校开始积极布局直播行业人才培养。但也

有人抛出这样的疑问：直播“带货”是否需要

进行专业化培训？“李佳琦”能否批量“复

制”？直播经济下，电商行业需要怎样的人

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直播行业面临“人才荒”
以往，提起电商直播，很多人脑海中

会浮现出李佳琦、薇娅等顶级流量的“网

红”主播形象。现在，县长、企业CEO、教

师等越来越多的人也加入到直播队伍中。

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

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计今

年中国在线直播的用户规模将达5.24亿

人，市场规模将突破9000亿元。

“电商直播是一种新兴的电商业态，受

疫情影响，很多实体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

的冲击，电商直播对实体经济有着很大的

推动作用，直播带货模式也逐渐被众多企

业认可。”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

院长陈旭华预测，未来几年直播电商行业

人才紧缺的现象将会成为常态。

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年春季直播产

业人才报告》指出，疫情下直播行业招聘需

求逆势上扬，同比增幅达到1.3倍。2020

年春节复工后一个月内，直播相关岗位招

聘职位数同比上涨83.95%，招聘人数增幅

高达132.55%。

“直播行业在大环境下行的背景下，逆

势崛起，迅速形成了巨大人才缺口，相关岗

位人才需求直线上升，在当前‘就业难’的

形势下，学校电商直播方向的学生已被多

家企业抢先‘预订’。”陈旭华说。

直播行业要走向专业化，离不开职校赋能
5月8日，义乌工商职院大一学生周

晗通过理论答辩、短视频录制、带货直播三

个环节的考核后，顺利拿到由义乌市人社

局颁发的“电商直播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成为浙江省首批获此证书的19名电商主

播之一。

今年5月，义乌工商职院联手浙江省

机电技师学院，开发完成全国首个电商直

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标准与题库，通

过考核者可获得相应的证书。这意味着，

“电商主播”这一新职业获得官方认证。

省机电技师学院院长曹小其坦言，受

疫情影响，一些以线下、外贸销售为主的商

户开始转向线上、内销并行的销售模式，新

形势下，从业人员职业技能水平急需规范

和提升。“开展电商直播专项技能培训，既

能有针对性地提高电商行业从业人员的就

业技能，也为企业拿到更多订单、卖出更多

商品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预计今年，培

训规模将达到10万人次，为培育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提供人才储备。”曹小其说。

义乌工商职院专

业教师郭刚志深有感

触地说道：“目前对于

电商直播，大众存在跟

风现象，事实上，成为

电商主播并非没有门

槛，而是需要具备一定

的综合素养，如对产品

卖点敏感，熟悉销售技

巧，有较强互动能力，

善于数据分析等，这些

都需要进行专业化、系

统化的培养。”

正是瞄准了这一

行业的人才需求和前

景，义乌工商职院在

2017年便开设了系列

直播课程，之后又相继

成立了3个直播导师

工作室，从产品设计规

划、短视频拍摄、视频剧本制作、直播技巧、

直播效果监控等方面提升学生电商技能。

培养“网红”并非终极目标
“高山竹笋、有机大米、椴树蜂蜜……

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口福啦，今天我们

找了很多营养又好吃的产品供大家选择。”

直播一开始，“主播们”马上进入状态，几位

幕后工作人员忙前忙后，有的负责跟商家

沟通补货，有的负责在直播页面更新链接、

发放优惠券，还有的在一地货物中穿梭，给

主播准备直播的产品……

在这场直播中，无论是主播还是幕后工

作人员，都不是真正的电商从业者，而是宁

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电商专业的学生。

2019年初，北仑职高与宁波市千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直播实训基地，实行企业

项目与专业教学深度融合，企业和教师双导

师制，让学生得到全方位实战锻炼。

“一场成功的直播，有一个庞大的专业

团队在服务和支撑，包括项目负责人、文案

策划、直播运营、场控等，不是每个人都有

成为‘网红’的潜质，但每个人都可能在网

红产业链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北仑职

高校长林绿洋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学校与宁波保税区新外贸新零售创业中心

联合打造“浃江在线”商城。“‘浃江在线’商

城由800平方米的线下商城和以服务周边

社区居民生活为主的线上媒体中心构成。

电商专业学生分成直播、运营、营销、客服、

美工等12个项目组，合作运营整个商城。

“这是农家自制的灰汁团，没有添加任

何防腐剂和染色剂，嚼起来香嫩软糯……”

五一期间，在北仑区出口消费品展销会上，

来自北仑职高的三名“主播”轮番上阵助力

商家卖货。“我们不仅要培养电商‘网红’人

才，也要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这样的培养方式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专业

能力，还能够让学生在奉献与服务中感受

到自身的价值，一举两得。”林绿洋说。

无独有偶，为了培养电商直播全链条

人才，义乌工商职院引进阿里巴巴、淘宝、

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专门设立同创基金、

小额贷款等金融服务，形成教学、孵化、仓

储、物流、金融服务、企业注册等一站式服

务体系，提供从课程到平台、项目的各类资

源服务。在陈旭华看来，一个专业的构建、

一个行业的发展，不能只盯着流量，让每个

学生都可能在产业链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岗

位，应是学校的育人目标。

直播“带货”需要专业学习？“李佳琦”能否批量“复制”？

直播行业人才培养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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