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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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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近日，“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首席装配钳工技师、全

国首批“大国工匠”顾秋亮，

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5000 多名新生上了入学第

一 课 。 他 讲 到 ，1 丝 只 有

0.01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

丝的十分之一。深海载人

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

组装起来难度最大的就是

密封性，精密度要求达到

“丝”级。在中国载人潜水

器的组装中，能实现这个精

密度的只有钳工顾秋亮。

即使在摇晃的大海上，他纯

手工打磨维修的潜水器密

封面平面度也能控制在 2

丝以内。

“顾两丝”顾秋亮，为刚

入校的职校生上第一课，最

难得的不是讲了多少大道

理，而是让这些开始接受职

业教育的学生真切感受到

了技艺之美。精密度达到

了“丝”级，而 1 丝不过 0.01

毫米，常人无法想象的精

度，“大国工匠”顾秋亮做到

了。这就是职业教育的魅

力，它让学生意识到，其所

指向的技艺乃至职业，只要

精益求精，就能达到至善至

美的境界。

由于历史原因，与劳动

相关的职业技艺并未得到

充分尊重。社会上还存在

“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偏

见，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就

是体力劳动者，含金量低。

殊不知，技艺达到一定水

平、高度，可至“神乎其神”的

境界。欧阳修在《卖油翁》中

写道：“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

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这不

正是精妙的技艺所呈现出的美感吗？

职业教育中，理应多一些“美感教

育”。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在笔者看来，对职业院校而言，它不

光意味着开设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

剧、戏曲、影视等课程，还应结合职业教育

固有的技能技艺培养，挖掘升华“技艺之

美”。比如，高水平钳工的“丝度之美”，大师

级喷漆人员的“层次之美”，烹饪大师的“花

式之美”。在职校生学习掌握技能时，不仅

要使其认知美、创造美，还要培养钻研、创新

精神。

认知职业中的“美”，将对美感的追求

渗透到血液中，正是工匠精神的体现。对

技术技能人才而言，对“好用”（“至善”）的

追求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至美”。只有技

艺娴熟，解决实际问题，才可谈“大美”。正

如顾秋亮所说：“锯、锉、凿、钻、铰、铲、攻是

钳工的7项基本功，每道工序、每个细节、每

个产品，都要用自己的全部心思，肯下苦

功，勤动手多动脑，自己满意了才能让大家

满意，这才是工匠精神的要点。”

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教育，工

具和技术本身是美存在的形态。感受美、

创造美应成为职业教育的永恒追求。只有

让职校生感受“技艺之美”，才能让他们迸

发出更大的学习动力，才能使技术的改良、

发明、创造成为学习的快乐和职业的期待。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论员）

□本报记者 胡梦甜

聘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职研究中心主任

马树超等11位专家学者为丽水市职业教

育发展顾问；上海市6所职业院校和丽水市

12所职业院校签订《职业院校山海协同发

展合作意向书》；同济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

院和丽水市教育局签订《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与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合作意向书》……

近日，在由丽水市委、市政府主办的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产教融合发展论坛上，几则

重磅消息的发布在职教界引起不小轰动。

深化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的人才培

养更贴合市场需求，既是当下职业教育讨

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一道需要政府、学校、

社会共同破解的时代难题。产教融合融

什么、如何融？这个在此次论坛中专家学

者共同聚焦的话题，丽水职业教育用行动

给出了答案。

小专业融入大产业
几年前，由于国内礼品市场需求趋于

萎缩，加上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

响，木玩等文化用品制造业的发展遭遇瓶

颈。逆境之下，以木玩为当地特色产业的

“童话王国”云和开始了一场自我革新和

转型突围之战。而要打赢这场“翻身仗”，

人才必不可少。

2016年，云和县经济商务局、云和金

泰五金机械有限公司、云和县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共同发起成立木玩产学研共同

体。“将传统行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建立

木玩‘机器换人’运营平台，优化升级云和

木玩产业”成为当时签约各方的共识。

于是，一个由木制玩具主题体验中

心、木玩文化产品创客中心、木玩企业大

师工作室、市级木玩制作技艺非遗传承教

学基地等子项目构成的共同体，向木玩产

业当时所显现的“创新能力不足、结构亟

需调整”的弱点发起挑战。4年来，这个项

目不仅为企业输送了一批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还为行业生成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

研究成果，令产业面貌焕然一新。

“职业教育是‘落地’教育，职业院校

的‘根’在地方，特色在产业，丽水职业教

育的定位始终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丽水市教育局局长王平说。

在丽水职业教育的版图上，可以轻易

发现许多地理空间上的联系：在有着“青

瓷之都、宝剑之邦”称号的龙泉市，龙泉市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设有青瓷、刀剑等专

业；在“石雕之乡”青田，青田县职业技术

学校开出造型、泥稿等多门与石雕相关的

课程；在诞生农村电子商务“遂昌模式”的

遂昌，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致力于打

造农村电商人才的“黄埔军校”……

今年疫情发生后，“中国绿茶第一市”

松阳的茶产业遭受重创。松阳县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召集数十名学生投身采茶和

炒茶的队伍中。炒茶的学生自发注册网

店，开起直播，为“松阳银猴”吆喝。计算

机专业师生帮助设计网店，绿色食品与加

工专业师生负责茶叶质量检测，美术专业

师生负责产品的包装设计……在今年茶

叶产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松阳银猴”产

销量基本稳定，而市面上90%的“松阳银

猴”都由松阳职校的学生炒制。

“对标区域产业发展，校企双主体在人

才培养、课程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深入合

作，丽水职校生已成为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和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王平如是说。

小职校融入乡村大发展
2016年春节，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

镇的龚强品开办了一家民宿。这家新开业

的民宿虽然紧邻景区，地理位置优越，但由

于经营理念不完善，一直不温不火。

龚强品的困惑并非个案。凭借独具

韵味的畲族风情和东西岩景区优越的生

态环境，民宿在老竹畲族镇“遍地开花”，

但这一时期的民宿业主普遍对如何经营

民宿没有专业的知识储备。为改变这一

现状，丽水市印发《丽水市中等职业教育

“十三五”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

求进一步深入推动产教融合。

在此背景下，丽水旅游学校、丽水市

技工学校开办首期民宿创业（示范班）、民

宿经营人才创业培训班，对全市共计65

名民宿业主（含民宿意向创业者）开展技

能培训。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龚强品对

民宿进行升级改造，随之升级的还有他的

经营与服务理念。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向职业教育发

出新的动员令。面对时代机遇，丽水各职

业院校主动肩负起新的使命，投身乡村大

发展。在缙云县工艺美术学校，学生们作

为“美的使者”，利用手中画笔、相机，为绿

水青山添彩、为文化传承助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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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成立全国首家中

国乡村村晚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以来联合

开展全国性乡村春晚系列人才培训1000

余人次，指导乡村春晚100余场。

丽水职技院旅游与贸易学院教师谭

啸是中国乡村春晚研究院的一员，她说：

“在深化产教融合的过程中，职业院校发

挥着智库参谋作用，能为乡村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进而为乡村

振兴赋能。”

小山城融入大都市
2011年出生的钟安阳是龙泉职技校

2017届青瓷高工班学生。在去年新中国

成立七十周年暨浙西南革命精神剑瓷创作

设计大赛上，钟安阳的作品《党旗引领幸福

路》荣获青瓷学生组一等奖。在他的作品

里，青松环绕党旗、古村落与现代民居相

映、高铁行驶在绿水青山间……这些意象

组合出自于他对浙西南革命精神的理解。

“从青瓷班的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

一个产业的未来。”龙泉职技校青瓷教研

组组长杨宸星说，从2017年开始，学校青

瓷班不仅会教授系统性的理论知识，谋求

校企合作、大师课堂，而且专注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国际化视野。

每个学期，青瓷班学生都会走出校

门，到全国各地的知名窑口考察；承办当

地举办的中国陶瓷大展、世界青瓷大会等

一系列高规格的展会；为学生争取展示自

己作品、与世界陶瓷名家交流的机会……

正是得益于这一系列的活动，才有了越来

越多“钟安阳”的崭露头角。

走出去，将小山城融入大都市，站在

更高的视野布局职业教育，这是丽水职业

教育的又一次加速前行。去年，丽水市职

业高级中学、龙泉职技校、缙云职业中专、

遂昌职业中专加入长三角电子信息职教集

团，这是丽水职校首次加入长三角职业教

育集团。“借助于长三角职教集团的优势，

丽水进一步创新产教融合机制，促进区域

内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

衔接。”龙泉职技校校长曾国健说。

此次丽水市举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产教融合发展论坛，搭建合作框架，正式

开启了丽水职业教育“问海借力”的新征

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丽水

‘问海借力’战略的深入实施，丽水小山城

正紧密融入长三角大都市，丽水职业教育

的天地将更为广阔。”丽水市副市长卢彩柳

充满期待地说。

□本报通讯员 尹婵萱 郑孝增

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的普通车床实

训区，身着操作服的机械制造专业教师

朱永良正一边熟练地操作着一台普通车

床，一边给围观的学生仔细讲解：“先粗

加工后精加工。先加工直径大的，然后

加工直径小的。注意看我的动作，这个

零件误差要在50丝（0.5毫米）以内，手一

定要稳。”

从事车工40余年，入行职业教育14

年，朱永良身上有着许多光环：车工高级技

师、高级考评员，曾获“浙江省技术能手”、

浙江省中职学校“最美教师”、首届“衢州工

匠”、“衢州市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获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4项。但对这些荣誉他却

看得很淡。最让他开心的是，自己一直为

培养技能后备人才而奋斗在职业教育第一

线，带出了无数徒弟。在朱永良眼里，机械

制造是个值得年轻人奋斗的职业。

1980年，朱永良毕业于衢州第二中

学，本可以进入大学深造的他，却继承了

父亲的衣钵，进入衢州市煤机厂，当了一

名普通的机械工人。凭着对专业的热爱，

加上刻苦钻研，朱永良很快在企业里脱颖

而出，成为技术骨干。之后，他作为高技

能人才，被请进衢州市技工学校（衢州市

工程技术学校的前身）做实训教师。

“很多人对机械制造这个专业有误

解，其实这个专业并不需要特别好的体力，

反而很考验脑力。每个零件的图纸，各种

车刀、铣刀，每种工具的位置摆放……都需

要学生记得一清二楚，会动脑，才学得

好。”朱永良说。为了培养学生手脑并用

的能力，朱永良直接把课堂设在车床边，

讲完理论就可以让学生上机实操。比如，

当天讲了一个零件的加工工艺，学生们就

会在这里练习一整天。

他甚至还把办公室搬到了实训室

里。虽然在教学区，学校分配给他一间宽

敞明亮的办公室，但他更喜欢在实训室

“现场办公”。“一来可以节约时间，二来可

以随时指导学生、解决问题。”朱永良说。

工作40余年来，朱永良教过的学生、

带过的徒弟，加起来有上千人。业内人士

笑称朱永良是“祖师爷们的祖师爷”。如

今，许多徒弟已进入企业成为业务骨干，

有的甚至成为高级技工人才，有的则和朱

永良一样，成为师傅，带徒传艺。

“这些学生或许文化成绩不突出，但

他们在学习机械制造时，却迸发出专业上

的学习潜力。”朱永良说，“自己最高兴的

事，就是学生和徒弟能学到真本事，真正

实现‘一技傍身’。”

在衢州工程技术学校实训基地，笔者

看到，空旷的场地除了整齐排列着数十台

普通车床、数控车床，还有机器人制造设

备和精密的加工中心，甚至还有一条机器

人生产线。

朱永良坦言，多年教学让他感受到机

械制造专业的巨大变化，尤其是近几年，

制造业的自动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专

业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学生需要学习的内

容深度和广度也不同往日，对学生和教师

的要求自然也越来越高。几十年前，会操

作普通车床就可以算是一名合格的机械

制造工人。但现在，对工人的要求不仅是

要会操作普通车床，

还要会操作数控车

床、机器人等高端设

备，有一些工作岗位

不仅要求工人会画

图，还要会计算、会

编程，甚至会设计。

为此，朱永良在

教授学生的同时，也

不断地充实、提升自

己。他曾创新使用

改变潜孔钻车行星

轮架的加工方法，用

V800型加工中心集

成工艺，将原来10多

道工序才能完成的

产品，变成一次装夹

一次加工完成，为企业每年节约成本10多

万元；他通过创新，解决了衢州市九天科技

有限公司的玻璃钢绝缘套的加工工艺，同时

为企业解决了困扰其十几年的加工难题，提

升了产品品质……

“虽然一样是加工零件，但时代不同

了。‘智造’是大趋势，不管是飞机、高铁，还

是航母、火箭，再高大上的工业产品都是由

一个个零件组成，要加工零件就少不了熟练

的车工、钳工，也少不了机械制造这个专业，

我将在这一行一直做下去。”朱永良说。

浙江信息工程学校：

园艺心理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管惠瑜）近日，浙江信

息工程学校青春健康同伴社志愿者走进湖

州市金泉社区，为当地居民送去生命力旺盛

的盆栽，将园艺心理知识带进社区。通过志

愿者的介绍，居民们领略了植物的魅力，并

认领了自己喜欢的花卉，将其带回家养护。

据悉，2019年，该校启动园艺心理工

程，以园艺心理疗法为理论基础，通过让人

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来维持和恢复身体与精

神机能，提高生活质量。经过一年多的实

践，学校发现园艺心理对改善中职生的心理

素质、提升心理韧性和生命意义感等均有一

定的积极影响。为了将园艺心理的积极作

用辐射到更多人，学校“骆驼公益”志愿者团

队将园艺心理服务送进社区，受到社区居民

的一致好评。

“此次园艺心理服务活动，为社区居民

普及了心理知识，让园艺心理深入人心，也

为湖城百姓的心理保健提供了特色服务。”

青春健康同伴社指导教师应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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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融什么、如何融
解密产教融合密码的丽水探索

朱永良：小工匠背后的“金牌师傅”

去年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一群同学陪230斤男
生冲刺3000米”引起全网热议后，今年学校运动会上的3000
米长跑比赛成了热门项目，无需动员就有很多学生早早报名。
不少教师感慨：“熬人3000米如此火爆，是网红效应更是精神
感召。我们被学生永不言弃的顽强精神感染，真心为他们骄
傲。”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莫等闲 摄)

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记者观察

奔跑吧，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