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责任编辑：汪 恒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7
E-mail：gjjw3@qq.com 32020年7月6日 星期一

□本报记者 汪 恒

今年刚从浙江外国语学院电子

商务专业毕业的陈恺宇已经体验了

两个月的“老板”生活了。实习时，

他了解到跨境电商的巨大商机，决

定走自主创业之路，并于前不久创

办公司。其间尽管遭遇了国际货运

形势不稳定等“插曲”，公司的运营

还是很快走上了“快车道”。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各行各业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对于打

算创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这

段时间也是他们创业起步的关键时

刻。面对突如其来的外部环境变化

以及未来的不确定性，高校也与青

年创业者们一道，努力降低负面影

响，并助毕业生一臂之力，伴他们乘

风破浪，顺利实现创业理想。

创业遇上“坎”，母校“扶一程”
应急资金短缺，是疫情发生后

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大学生创业者林

武威遇到的最大问题。他找到了学

校的创业学院，在教师的对接下，终

于有一家银行提供了“绿色通道”。

有了资金“回血”，林武威的电商企

业又步入了正轨，业务相比往年还

出现了增长。据介绍，温大瓯江学

院有50多家在校大学生所创企业都

因现金流储备、人际关系等资源限

制，在年后遭遇了复工复产难题。

“疫情发生后，市场流动性降

低，部分品类商品的需求量下降，物

流也出现问题。很多学生创业者原

有计划被打乱，现金流也愈加紧

张。”温大瓯江学院创业学院院长王

大将告诉记者。在温州大学创新创

业学院副院长施永川看来，疫情还

带来了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由于

防控需要，不能进行人群的集聚，一

些创业活动受到限制。也会有学生

考虑到当下大环境，选择暂时推迟

创业计划。

形势的变化，让不少高校调整

了创业指导的重心和策略。对于原

本打算在这期间将创业项目变为创

业实体的学生，浙江万里学院推出

了在线双创指导服务，帮助学生畅

通渠道，提供代理服务，解决棘手的

场地问题。“这解决了特殊时期创业

学生问不到人，不知道去哪办事的

难题。”万里学院学工部副部长、就

业指导中心主任陈清升说。鉴于疫

情期间封闭管理，温大也在线上做

起创业指导的文章，推出“云上”系

列讲座、结对助力和沙龙分享等活

动。因为有创业校友的大力支持和

线上交流的便捷，今年创业指导交

流的频率大大高于往年。

毕业生创业帮扶需要多管齐

下。在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校

方与校友在疫情防控期间合作举办

创业大赛，毕业生可组建或参与团

队，共有18支优胜团队获得了资金

支持，签约入驻众创空间，继续创业

实践。“创业不是一锤子买卖，学生

毕业后也需要继续支持。”施永川表

示。比如，温大就允许学生毕业后

继续在学校创业园入驻其创业项

目，最长缓冲期可达3年。

行业“洗牌”蕴新机，创业教育新启迪
创业不到一年，宁波诺丁汉大

学学生周显耀和同伴们创办的公司

就顺利挂牌宁波股权交易中心青创

板。他们的创业项目智能外卖柜由

于迎合了疫情期间流行的“无接触

配送”理念，成功站上“风口”。连日

来，业务量有了明显提升，团队还打

算把业务范围从高校拓展到写字楼

和办公园区。

“疫情之下，很多行业都面临

‘洗牌’。对于教育、科技、大健康等

方向的创业项目来说，其实也带来

了一些利好。”陈清升说。“在跨境电

商领域，虽然存在货源、物流等挑

战，但也有创业者把握住了机会，居

家日用品等品类的销量两三个月下

来甚至超过了以往一年的量。”义乌

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创业学院（电子

商务学院）院长陈旭华告诉记者。

温大瓯江学院在创业帮扶中，

除了帮学生解决现实难题，也引导

他们积极调整创业思路。毕业生

李盼妤的珠宝企业原本有一半的

业务是在线下。在教师的支持下，

她转变经营策略，将业务转到以线

上为主，并很快配齐了线上营销队

伍，使运营情况逐步好转。义乌工

商职院的教师们注意到今年直播

电商的异军突起，便提醒学生及时

转变电商创业方向，并提供相关技

能培训。

疫情也让高校创业教育者有了

新的启发。温大计划在接下来的创

业教育中增加包括直播在内的流媒

体平台知识培训，并引导学生关注

地摊经济等经济形态风向，通过创

新升级，参与到相关产业链中。浙

外跨境电子商务创业学院院长梅雪

峰表示，会在后续的跨境电商创业

指导中，加大对东南亚和“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等新兴市场的研究，注

意北美等地区的外贸风险，避免“把

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义乌工

商职院则打算在创业教育中更加强

调对行业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对消费

者需求的洞察研究，以帮助学生作

出准确的创业决策。

“对于创业大学生来说，疫情不

见得是一件坏事。学生们亲身经历

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会对创业的理

解更加深刻。”施永川表示。

疫情下的

毕业前，宁波大学机械学院发起了“我
给母校的第一笔捐款”活动。毕业生可参
与小额认捐活动，所筹款项用于2020级新
生的入学教育活动，为新生定制暖心实用
的“入学锦囊”。院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传递宁大的感恩文化。图为毕业生们展示
捐赠证书。
（本报通讯员 郑俊朋 潘晶婧 摄）

我给母校捐一笔我给母校捐一笔

□陈文远

人才是高校创新和发展的核心资源，没有

一流的人才，就没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大

学。在新时代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

高校要理顺人才工作中的各类矛盾与关系,建

构起适宜一流人才发展的良好生态.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引进”和“培育”的关

系，全面激发人才活力。人才既要靠引进，更

要靠培育。当下,高校的人才引育主要存在两

类误区：一是“重引进、轻培育”，青年人才入职

之后往往孤军作战、单打独斗做科研，易陷入

迷茫期，错过最佳成长期；二是“重个体、轻团

队”，用人单位竭尽全力引进“大咖”，然而“大

咖”来了之后发现既没有平台又缺乏团队。“佛

大庙小”导致“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充分施

展才华，最终成为“挂名”人才。

因此，在人才引育上，高校要全面分析人

才资源现状，结合学科发展规划，精准引进优

秀人才；深入研究人才成长和发展规律，根据

不同人才的差异需求，提供合理的资源配置。

对于青年人才，要坚持将课堂上“育”才、

实践中“育”才和科研锻炼“育”才三者相结合；

建立“青年人才导师制”，帮助做好职业生涯规

划；加强青年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青年人才培

育工程，探索建立青年人才集聚的学术共同

体。对于高层次人才，可以通过直接引进带头

人和核心团队，或者结合现有学科基础，引进

带头人来创建学术团队。积极为高层次人才

（团队）争取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多方叠加的

支持政策和配套政策，为他们的发展搭建平

台，充分发挥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通过“外

引内培”，分层分类地推进各类人才活力全面

爆发。

其次，要正确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

系，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引进人才是

人才的“增量”，现有人才是曾经的引进人才，

是人才的“存量”。二者看似两类群体，其实是

一个群体，都是高校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现

有人才熟悉学校情况，已形成学术团队、建好

发展平台，引进人才可能层次更高、观念更新

颖、活力更充足。

高校要通过引进人才，引进竞争和创新，带动和激活

现有人才。高校只有统筹处理好两类人才的关系，才能真

正做好人才工作、促进高校发展。比如，现有人才符合现

行引进人才基本条件和政策的，在经济上要给予引进人才

同样的待遇，在物质上为他们提供工作条件保障，在平台

上创造有利条件，重点扶持，为他们创建施展身手的舞

台。最大限度地“盘活”人才“存量”，用好人才“增量”，使

现有人才和引进人才创造力竞相迸发。

第三，还要正确处理好“流动”与“流失”的关系，有效落

实人才管理。人才流动和人才流失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人才流动是在市场规律作用下，按照价值规律和社会分工

所形成的人才空间的动态调节，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

而人才流失则是非正常流动。为减少人才流失，高校要早

出招、出快招：首先要摸清动态，通过座谈会、一对一谈话、

节假日走访等途径，听取意见，增进交流；准确把握协议期

将满人才情况，了解诉求，及时作出回应。其次要早出政

策。对于能解决的人才需求，要从速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要

尽快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解决。相关职能部门要根据用人

单位实际和人才诉求，出台政策制度提高协议期满人才待

遇，创建成长发展平台。此外，还要做好教育引导。通过宣

传教育，引导人才坚守契约精神，扎根学校，把潜心教书育

人和勇攀科研高峰作为人生最大的价值追求。

创业遇上疫情，如何化“危”为“机”高
校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要
处
理
好
三
对
关
系

□本报通讯员 林晓莹

“整个余村是一个大的‘农场公

园’，各个家庭农场就是景点，一个

个景点串联成为一个村级景区，培

育特色，百花齐放。”

听完安吉县余村村委会主任

俞小平的讲解后，浙江工商大学生

物工程专业大二学生李琦连连惊

叹于这个小村移步易景的别样风

貌：“真不敢相信这个‘卖风景’的

美丽乡村是从曾经‘卖石头’的村

庄蜕变而来的。”

以余村和周边村镇此次科学应

对疫情为切入点，从“两山”理论出

发讲授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正是

浙商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课说浙江”

的新课题。最近，备课组6位教师就

带着22名学生来到了余村。

为了上好这堂课，浙商大马院

的教师们围绕余村的思政资源，向

学生展现了“两山”理论的巨大价

值及其实践成效。“耳听为虚，眼

见为实，来余村之前一直对这里的

环境治理有疑问，现在终于明确了

答案。”经济统计专业大二学生肖

靖说。

理论教学中，教师吴太贵曾从

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过“绿水青山”和

“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来到现

场，他又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介

绍了余村如何在“两山”理论的指引

下，开辟新产业，开拓新市场，走出

“绿富美”的新路子。

“课说浙江”是浙商大的一门思

政课程，也是教育部“‘一省一策’思

政课”行动专项成果的体现。这门

课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

们对浙江历史与现实有更直观更深

入的认识。“两山”理论就是课程的

章节之一。

“思政课课堂要‘活’起来，就要

让学生有兴趣、老师有挑战。让学

生深入基层、亲身参与就是一个重

要途径。”马院副院长李梦云说。大

家带着这样的思路搭建起了“课说

浙江”的课程体系。比如，在讲到

“浙商精神”一节的时候，教师们会

带着学生前往浙商博物馆，通过现

场讲解，让学生们亲眼看看浙商文

化发展留下的痕迹，感受祖国改革

开放带来的时代变迁。

课程开始后，他们发现，课堂形

式的变化也让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

了不少。“学生对一线的实例非常感

兴趣，不少学生会对当地的经济建

设进行追问。”马院教师夏金梅说，

课前课后都有学生来找他们探讨，

不停地追问，还会结合个人经历进

行深度思考。

同时，学生们的各项能力也在实

践中得到了提高。例如，在余村的调

研中，学生们除了认真聆听讲解，还

需要设计和参与座谈、访谈，磨炼了

调查研究的能力。“这是一个将课本

知识再回炉精加工的过程，没有这样

的历练，真的体会不到新农村建设中

‘新’的内涵。”李琦表示。

开课至今不到一年，学生们跟

着教师在“课说浙江”的课堂上走基

层、访农户、游红船中不断成长，该

课程也成为学校最热门的选修课之

一 。“思政课教学要上接天线，也要

下接地气。”李梦云说，“让学生深入

基层、亲身参与，这就是学生喜闻乐

见的授课方式。”

浙商大：流动的思政课“活”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蒋炜宁 苏钧天）
近日，宁波诺丁汉大学公布了2020

年本科新生入学奖学金条例。今年，

该校还特设了抗“疫”专项奖学金。

据介绍，抗“疫”奖学金针对

2020年报考并被宁诺录取的湖北

省新生，每生每年将得到1万元学

费减免，持续4年；针对全国援鄂医

护人员以及在疫情防治一线的湖北

省医护人员，若其子女选择报考宁

诺，凡被录取的考生将获得2万元

奖学金。

针对目前在校的湖北籍学生，

如因新冠肺炎疫情给家庭带来重大

经济影响的，每生将得到2万元资助

金；针对目前在校的学生，如父母是

援鄂医护人员或在疫情防治一线的

湖北省医护人员，每生也将得到2万

元资助金。

此外，该校还将从2020年高考

批次新生中遴选高考成绩突出的优

秀学生，发放李叶耀珍奖学金、优秀

新生奖学金。今年李叶耀珍奖学金

全额奖学金金额从原来的9万元一

年提高至10万元一年，半额奖学金

金额相应提高为5万元一年。优秀

新生奖学金由宁诺设立，金额为2万

元一年。

宁诺设抗“疫”专项奖学金

浙农林大推出竹林碳汇科普作品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日前，2020“世界环境日”全国首套

竹林碳汇知识科普作品捐赠仪式暨“我们低碳”论坛在中国杭州低

碳科技馆举行。

仪式上，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周国模领衔的专家团队赠送了由

他们原创的全国首套竹林碳汇知识科普作品。这套作品由一般科

普读物、科普童话、儿童漫画加动漫视频、科普短片等组成，适应不

同年龄、不同知识结构的读者群体。配套的动漫视频《我是吸碳

王》已经推出了中英文版，网上观看数超过10万人次。

此外，浙农林大还将科普读物送到全国各地竹产区、革命老

区、欠发达地区的各类初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并在“两山”理论发

源地浙江安吉等地开展图书推荐会。

浙音成立“五大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周佳丽）近日，浙江音乐学院乐队学院、民族

乐队学院、室内乐学院、歌剧学院、合唱学院等“五大学院”正式成

立。“五大学院”作为新型表演学科教学平台，将建构起校团合作、

协调联动的专业化高端人才培养机制。

据介绍，“五大学院”将制订国内首个表演人才专业化培养规

范和课程标准，推行“教学与实训共同体”课程改革，使舞台、音乐

厅成为教室；大师班、训练排演和系列音乐会成为主要的教学形

式；使国际性的艺术节、音乐季等成为艺术实践的品牌和载体；使

期末音乐会、毕业音乐会成为毕业生展示个人风采和职业乐团选

人用人的渠道和途径，最终形成产学研协作育人的有效机制。

接下来，“五大学院”将面向在校本科生、研究生、高级访问学

者、进修生、专业表演艺术团体成员等国内外音乐人才进行招聘，

经专业考核合格后择优录取。

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