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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姚敏明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

利，亿万农民群众和广大农业农村

工作者发挥了核心作用，我就是其

中的一位‘农小二’。”前不久，全国

劳动模范、省市人大代表裘银芳走

进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厚德讲

坛”，以德育导师身份讲述她的“助

农三部曲”。

在浙江工商职院，除思政教师

外，专业课教师、校外导师、知名校

友、社会各界人士等也能成为思政

“主讲人”，肩负起立德树人的重

任。将课程思政从第一课堂向第

二、第三课堂延伸，该校着力推动

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只有将课程思政贯彻

到各类课堂、各个环节，畅通课堂

教学的‘主渠道’，提升二、三课堂

育人实效，才能真正实现显性和隐

性教育的相互结合、育人和育才的

有机统一。”校长周志春说。

守正创新，拓展第一课堂育人路径
查阅前一学年所有课程大纲

（标准）和授课计划，访谈61位教

师，随机听课40节……2019年10

月，浙江工商职院组建了课程思

政专题调研组，对全校课程思政

开展情况进行了一次大调研、“大

体检”。

然而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学

校对课程思政推进缺乏系统设计，

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和认识不

到位，课程思政的挖掘和设计不够

深入、方法和途径不够多样等问题

不同程度地存在，给教师们敲响了

警钟。

面对问题，该校从理念入手引

领教师们转变观念。调研组提出

了更具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以加强

课程思政的组织领导和系统设计，

通过建立检查、评价和激励机制，

搭建交流培训平台等进一步推动

课程思政改革创新，营造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的氛围。“课程思政展

现的是一种创新思维，意味着教育

结构的变化，需要改变广大教师的

教学理念和行为。”周志春说。

为此，浙江工商职院相继制定

了《课程标准制订与实施指导意

见》《课程思政教育元素挖掘指南》

《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修订

稿）》，构建并完善了优化一套课程

思政内容与教学体系、建立课程思

政“三个课堂”联动机制、搭建“九

个一”的课程思政交流共享平台的

“139”系统设计，致力于守好课程

建设这个主阵地、建强教师队伍这

支主力军。

在“BIM技术工程应用”课程

中融入责任担当、工匠精神、技术

创新等思政元素；将“浙江乡土旅

游”课程的培养目标定为培养爱国

爱乡、德业兼优、文明服务的好导

游……慢慢地，教师们对课程思政

的融入模式、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运

用等变得愈加得心应手，育人效果

也不断显现。

为更有力地推进第一课堂课

程思政，浙江工商职院还开展了思

政教师与各二级学院专业（教研

室）结对工作，由思政教师根据所

对接专业的特性和岗位属性，对课

程标准、授课计划、教案等进行指

导。“结对活动让我实施课程思政

的底气更足了。”体育教师张超感

慨，得益于结对思政教师的指导，

他执教的篮球课还获得了全国高

等职业院校首届体育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大赛二等奖。

经过3年多的探索实践，浙江

工商职院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课程

思政典型实践案例和理论研究成

果，全校课程思政覆盖率从2018

学年的20.7%提升至100%，逐步

形成了“门门有思政、课课有特色、

人人重育人”的良好生态。

统筹设计，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实效
不只裘银芳，从2007年创设

“厚德讲坛”以来，已经有包括十七

大党代表周宁芝，全国劳动模范、

十九大党代表陈霞娜，全国道德模

范孙茂芳等几十位先进人物以德

育导师身份，参与学校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取校训“厚德、进

业、明智、笃行”之义，“厚德讲坛”

已然成为浙江工商职院极重要的

第二课堂。

长期浸润在宁波商帮文化

下，该校有着百余年商贸教育办

学历史。“这几年的校园文化建设

更注重传承与创新。”周志春介

绍，通过统筹设计，该校不仅凝练

出以“爱国爱校、艰苦创业、师生

为本”为核心理念的“工商精神”，

还打造了“厚德讲坛”“明智红学

堂”等一批与校训文化相匹配的

课外育人平台。

跟着老校长重温百年校史，与

优秀校友、知名企业家面对面，在

社会大课堂接受人文历史熏陶、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教育……学生们

用脚丈量、用心体悟，不仅加深了

对国情、社情、民情的了解，也提高

了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我们做的很多可能只是微

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却能给需要

帮助的人、给这个社会出一份

力。这身红马甲背负的是一种责

任。”学生杜科翰说，从大一加入

志愿者协会至今，他的志愿小时

累计已达211小时，还被学校评为

“五星志愿者”。每年3月是浙江

工商职院的“笃行”志愿服务活动

月，该校倡导学生将专业学习和

志愿服务相结合，以专业所长来

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截至目前，

学生志愿者参与人数达 15万人

次，收到各类表扬信、感谢信400

多封。志愿服务已成为大学生思

政教育和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有

效载体。

此外，浙江工商职院还充分挖

掘、利用校内外资源，先后建立了

100多个校外实践基地和思政理

论课现场教学基地，探索形成“校

地融合、行思并举”的思政课现场

教学融模式，不断拓展社会实践、

考察研学、公益志愿服务、创新创

业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课程思政

教学新途径，持续完善第二课堂学

分体系，加强第一、第二课堂的互

动，强化第二课堂育人实效。

知行合一，形成第三课堂育人特色
对影视动画专业毕业生王丽

惠而言，2019年的10月1日具有

特殊意义。时值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由她和其他学

生创作的短视频《我生在中国》从

43万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我

与中国”全球短视频大赛优秀奖。

王丽惠说，能获此殊荣，得益于她

在大二第二学期便以“准员工”的

身份进入企业，在真实的项目中锻

炼职业素养和岗位核心技能。

近年来，坚持与行业紧密结

合，积极尝试“双标准、双导师、双

考核”的校企一体化管理模式，探

索实践“引企入教”的人才培养模

式，浙江工商职院已逐步形成了具

有“职教味”的第三课堂育人特色。

特别是在首席工人带徒工程、特长

生培养工程、现代学徒制等“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式下，

该校已培育出一大批“德技兼修”的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王丽惠只是

该校众多学生的一个缩影。“在拍摄

过程中，无论是片外的企业导师，还

是片中的人物原型，他们在平凡岗

位中那种专注投入、精益求精的态

度时时感染着我，让我在提升专业

技能的同时增长了见识，收获了感

动！”王丽惠说。

为了实现劳动教育与专业教

育、与学生素质拓展有机融合，

2020年11月，浙江工商职院还设

立了首个劳动教育周，将万余名学

生派到了劳动一线。于是，电商专

业学生参与稻谷收割劳作并完成

了近千斤大米的销售；应用英语、

旅游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组织了英

语标识标牌纠错、景区志愿讲解、

酒店志愿服务等活动；机电工程学

院学生则前往紧密型合作企业参

加生产实习……

不仅如此，浙江工商职院还秉

承“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知行合

一”的浙东学派思想和宁波商帮文

化精神，先后培育打造了校园商品

展销会、“未来工匠”智能科技展、

“叮咚e商节”等具有学校特色、专

业底色的仿真模拟专业实践平台，

为学生搭建锻炼专业技能、展示创

新创意、习得职业精神的舞台。学

校也相继获评浙江省现代学徒制

试点单位、省首批课堂教学创新校

和省级双创示范基地。

“课程思政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们将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使命，努力探索、积极实践，构建高

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培养出

更多德技兼修的社会主义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该校党委书

记陈仕俊如是说。

三课堂联动，协同推进育人育才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构建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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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通讯员 王慧华

手机理财、手机购物、网上就医……

智能时代，生活越来越便捷，手机成为

不少人的生活必需品。然而，许多老年

人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就医挂不上

号、消费支付障碍重重、无健康码出行

不便，陷入“数字鸿沟”的窘境。国务院

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以期

破解这一难题。

在浙西的江山市，有这样一所学

校——江山市双塔中心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其早在6年前就开设了老年手机课

堂。6年间，学校坚持开展老年人智能手

机使用培训127场，培训9758人，赠送

手机8594台，安装宽带409条，建立“夕

阳红”微信群319个、QQ群358个……

村里掀起老人智能手机学习热
时光退回到2016年4月，当时衢

州发布了一则新闻《衢州一独居人员死

亡多日才被发现，尸体已高度腐烂》。

看到新闻的双塔中心成校校长徐贵祥

大为震惊。“因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老

年人和社会越来越脱节，只能默默承受

着寂寥的生活。”徐贵祥说，“不能再让

悲剧重演。”一个念头在他脑中闪过：为

老年人开设智能手机使用培训。

徐贵祥带着同事开展了为时一个

月的调查，走访了7个乡镇（街道）的

280位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

20位乡镇部门领导、50位村（社、企）干

部和50位中青年，得出的调查结果是：

96.07%的老年人“梦想拥有一部智能手

机，可以上网、聊天、看视频”；80%的乡

镇部门领导“希望指导村民利用手机开

微店、做直播，帮助村民经商致富”；

100%的中青年表示“非常支持，之前也

教过老人用智能手机，但总教不会”；也

有少数人担心“电信网络诈骗防不胜

防，老年人上网要慎重”……

2016年，徐贵祥找到一家通讯品

牌商家赞助，在江山市虎山街道溪东村

开起第一堂老年手机课堂，除了教老人

使用手机，还承诺：现场学会使用的，每

人送一部智能手机；最快学会的前五

名，每人送一条宽带。消息一出，报名

异常火爆。原本只打算招募40名60

周岁以上的学员，结果报名人数有近

60人。

乡村老人的学习热情鼓舞了徐贵

祥。之后，学校制定了区域老年人智能

手机使用培训7年行动计划，确立每年

不少于2000人的培训任务，按照“就近

就地、先易后难、注重实效”的原则，要

求每位老人至少参加培训5个学时，切

实提高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能力。

考虑到老年人的接受能力相对较

弱，徐贵祥采用“一对一、手把手”教学

法，发动乡镇（街道）成校教师下沉到村

开班培训，让“培训进村、课堂入户、服

务到人”。人手紧张，他就在片区单位、

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民警等中

招募志愿者讲师。一段时间后，不少通

过培训成功“出师”的学员也当起了志

愿者。徐贵祥和他的老年手机课堂走

遍江山所有乡镇，一时间，江山掀起了

老年人智能手机学习热潮。

“我平时主要用手机拍拍照，和家人

微信聊天，或者看看新闻。”江山市双塔

街道90岁的单子和熟练地划开手机屏

幕，打开新闻App给记者看。据统计，

在江山，像单子和一样能灵活运用智能

手机的中老年人，目前有8万余人。

信息社会，更要“活到老，学到老”
在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服务中心，

一堂智能手机培训课正在进行。学生

都是社区内的志愿者，平均年龄在50

岁以上。他们这次要学的是如何借助

人口普查App完成人口普查工作。今

年64岁的陈松英是班里的优秀学员，

快速了解人口普查App的用法后，她

从“学生”变成“老师”，转而教起“同学”

来。“我们年纪大了，更要主动去学，这

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陈松英感叹，

自从学会了用智能手机，不仅生活方便

了不少，和年轻人的距离也拉近了。

“今天你学习了吗？”“你下载学习

强国了吗？”如今，在江山，老年人见面

常常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看新闻、答

试题、晒积分，老人们浓郁的学习氛围，

已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8岁的陈英告诉记者，学会使用

智能手机，还可以进入成校的空中课

堂，在里面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随

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据了解，目前，成

校的空中学堂有“粉丝”55万余人，文

章（视频）日阅读量10万余人次。浙江

省成人教育专家郭耀邦曾这样评价：

“双塔中心成校的智能手机培训成了全

民终身学习的‘加速器’，依托空中学

堂，封闭教变开放学，指路子让农民走

变指导农民找路走，农民不知如何学变

可学、会学、乐学、善学。”

尤其让徐贵祥欣喜的是，参与老年

智能手机培训的志愿者绝大多数是本

地街道、村（社）、企业干部。他们在指

导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自己

也开拓了思路，受到启发，开始进行各

种有益探索。农民变主播、手机变农

具、直播变农活，正成为江山农村的致

富新模式。

近段时间，江山市开展“群雁村播”

行动，广大党员、镇村干部当起导游，通

过手机直播的方式带着大家看村景、尝

美食、购土货，为本地特色农产品、乡村

旅游打call。清泉村村党委书记吴香华

在手机屏幕前，手捧油茶籽和山茶花卖

力吆喝；南坞村的村播直播间内，村党总

支书记杨海燕正在分享南坞的景点与文

化；裴家地村村支部书记陈云秀直播销

售绿牡丹茶叶，吸引23万人围观，1分钟

销售额就达到了9万元；店前村党总支书

记郑扬文直播一小时吸粉3500人，售出

该村特色水果枇杷1000多公斤……

台职院牵手企业
成立民营经济咨询委员会

本报讯（通讯员 傅君毛）为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台州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由台州职业技

术学院牵头发起的台州市民营经济咨询委员会在该

校揭牌。

据悉，该委员会由台职院管理学院联合玉环中小企

业服务平台、台州市燕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在玉环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民营企业私董会”的基础上发起成

立。其定位是做产业规划的秘书、当企业私密的智库、

筑柔性引才的洼地、建校企合作的桥梁。

“从这个定位来看，民营经济咨询委员会就是要扮

演好‘四个员’的角色。”在市政府决策咨询中心主任陈

骏看来，开启台州“十四五”发展的智慧之门，需要一把

数字秘钥，而台州市民营经济咨询委员会的成立恰逢其

时。它需要发挥好服务员、研究员、宣传员、联络员的作

用，探索出一条智库建设的新路径。

作为委员会的发起成立单位，台职院管理学院院长

杨瑾淑表示，这是学校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助力地方发

展的又一实际举措。今后，委员会将以为企业提供专项

咨询为主要工作方式。目前，已组织起一支技术难题采

集队伍，将分区域、分行业向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征集技

术难题，邀请专家库成员与台州民企开展对接，帮助解

决技术难题。

村校共建 精品党课走进农家

本报讯（通讯员 魏 琳 包纯彬）4月17日，宁波市

海曙区高桥镇石塘村党员王勤酬没有像往常那样赋闲在

家。“今天我足不出户就聆听了一堂意义深刻又接地气的

党课，沈老师用通俗易懂的故事讲述了历史和人民为什

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让我这个有27年党龄的老党员心

潮澎湃，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精彩的党课走进阳明乡村学

堂，为我们这个千年古村增添更多文化气息。”王勤酬兴

奋地说。

王勤酬所说的“阳明乡村学堂”，是宁波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阳明人文学院党总支与海曙区高桥镇石塘村

党总支“校村党建共同体建设”中的一个学习平台。

“校村党建共同体建设”签约当天，宁波幼师高专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升良为石塘村全体党员上了题为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党课。他从不同的历史维度，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聚焦村民党员关心的三农问题，从土

地革命、农村土地承包、农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几个角

度，讲述了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村里

的党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仍围在沈升良身边继续

探讨。

“阳明乡村学堂会根据石塘村党员学习的实际需求，

确定学习内容，制订学习计划，通过理论宣讲、党课、主题

党日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党员学习教育，让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乡村寻常百姓家’。校村

共建也是阳明人文学院教工党支部创建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的具体实践。”宁波幼师高专阳明人文学院院长陈

建飞介绍。

江山这所成校6年来致力于一件事——

带老人走进智能世界

专业建设“眼见为实”

近日，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把家长请进校园，参观学生在机械
制图、电路安装、3D打印等方面的专业展示，近距离感受职业教育的魅
力。遂昌职业中专校长徐晓平介绍，让家长“眼见为实”，不仅架起了家
校沟通的桥梁，也加深了家长对孩子所学专业的了解，使得家长对职业
教育的认可度越来越高。

（本报通讯员 黄 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