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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25年前，从小多才多艺的吴建玉从

浙江幼儿师范学校毕业，一头扎进幼教

的海洋，从此“蹲下来”成为她工作中最

常用的动作；

20年前，参加了一次在香港的园长

培训活动，吴建玉的视线被吸引到0~3

岁婴幼儿托育领域，“蹲下来”变成了“抱

起来”；

今年，吴建玉当选嘉兴市托育服务

协会会长，同时她卸任桐乡市代代康幼

儿园总园长职务，回归专注“托幼一体

化”背景下的课程研发。

二十五载幼教路风雨兼程，吴建玉

踏浪而行，任四时风景变幻，她内心总有

一块地方是纯白的——那里是留给儿童

的，留给幼教专业的。

“蹲下来”，靠近儿童
在同事眼中，吴建玉身上有一种

“魔力”。只要她进班，幼儿们都会涌到

她身边。

“天生的！”吴建玉爽朗地回应，语气

中透着一丝骄傲。其实，认识她的人都

知道，这种“魔力”的形成是因为她总是

“泡”在孩子们中间。

从带班教师到总园长再到协会会

长，吴建玉有一个习惯始终没变过。她

一直坚持带班，从晨间接待到一日活

动，充分与幼儿互动，观察幼儿的行

为。“小朋友都喜欢好玩的人，我也是。”

好玩、有趣、有意思……是吴建玉最常

挂在嘴上的几个词语。

和记者走在幼儿园的走廊上，吴

建玉格外关注幼儿的游戏作品，随手

摆正位置，嘴里不停地念叨：“有趣吧，

厉害吧。”

“园长妈妈”这个称呼在许多幼儿园

颇为常见，但是在代代康幼儿园，幼儿

们都称呼吴建玉“吴老师”。她认为，幼

儿教育是一份专业的工作，她担心“妈

妈”这个称呼在某种程度上会混淆爱意

和专业之间的界限。“在儿童养育过程

中，老师和妈妈都是不可缺位的，但是

两者承担的角色不同。”吴建玉有自己

的思考。

“我非常爱每一个孩子，所以我更要

用幼教专业去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多年来，吴建玉以游戏为载体构建起各

具特色的园本课程，专注于幼儿良好习

惯的养成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

吴建玉对专业持之以恒的追求，源

于40年前，一颗种子无声无息地扎根。

在吴建玉上幼儿园时，她的老师毕业于

平湖师专。融合了运动、审美、习惯养成

等多种元素的童谣和舞蹈，成为吴建玉

最早的幼教启蒙。

“抱起来”，回应儿童
在香港街头，沿街而设的早教机构

内，还在蹒跚学步的婴儿正试着自己拉

起纸尿裤……20年后，回忆起参加园长

培训时偶然看到的这一幕，吴建玉仍记

忆犹新。

在此之前，科班出身的吴建玉，走

的是一条中规中矩的幼教路，关注点是

3~6岁的儿童。那天之后，她不禁开始

思考：0~3岁婴幼儿的托育，幼教人能

做什么？

目睹不如身受，利用节假日时间，吴

建玉在香港以早教机构志愿者的身份，

上门入户、进社区开展早教活动。

原以为园长做早教一定轻车熟

路，没想到当志愿者的第一天，吴建玉

就累到下楼时双腿不停发抖。与小月

龄婴儿互动时，吴建玉从站着、坐着变

为蹲着、趴着、抱着，甚至要跟着他们

爬来爬去。而这志愿者工作，一做就

是好几年。

从个人爱好到终身事业，需要多

久？吴建玉用行动作出回答。2006年，

吴建玉在桐乡创办第一家早教机构，为

0~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甫一开

园，就招收到40多名幼儿。吴建玉认

为，专业性是吸引家长的最大“卖点”。

除了与社区合作开展托育活动，有

一件事吴建玉坚持了近20年，就是组织

“爬爬大赛”，参赛者从8个月到36个月

的婴幼儿都有，通过向家长普及爬行对

婴幼儿发育的重要性，提升公众对托育

行业的专业认知。

“托育等于提供保姆式服务”这一误

解犹如一把利剑始终悬在吴建玉的头顶，

让她无法停下探索托育专业化的脚步。

与一般早教机构不同，吴建玉在创立早教

机构伊始就确立课程导向思维，以12个

月和24个月作为分界线，针对幼儿的身

心发育特点，设置一日活动的内容，将健

康保障、营养满足、照护回应、早期学习融

入日常，让生活化、游戏化、科学化、个性

化的保育照护理念贯穿其中。

“牵着手”，连接未来
当“托幼一体化”的政策春风吹来

时，在托育领域埋头苦干数年的吴建玉

有了新的想法。

在与家长交流时，吴建玉发现“不

愿意托”已经逐渐被“如何托得好”取

代。以嘉兴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吴建玉

多次走访幼儿园和早教机构。托班师

资难题、环境创设不适宜、日常活动“小

班化”等问题成为制约“托幼一体化”的

主要障碍。

抽丝剥茧后不难发现，核心问题是

托育工作缺乏科学系统的指导。“托幼一

体化”工作涉及教育、卫生等多个职能部

门，要实现托幼的一体化发展，首先要在

各个职能部门之间架起一座桥，让他们

“牵手”。今年2月，嘉兴市托育服务协

会成立，会员单位有430家幼儿园和托

育机构，吴建玉当选第一届会长。

习惯与幼儿牵手的吴建玉有了新的

牵手方向，她要成为一座桥。她领衔制

订嘉兴托育行业三年规划，并对多年探

索实践进行提炼，计划将其转化为嘉兴

市托育行业标准。她还带领托育示范机

构共同研发“嘉兴市托育机构一日指引”

“嘉兴市托育课程实施方案”，从专业角

度为全市托育行业理清标准，指明方向。

在吴建玉看来，“托幼一体化”不仅

是0~3岁和3~6岁的衔接，更需要教师

建立儿童0~6岁一体化成长的观念，树

立正确的儿童观、课程观，学会回应式、

促进式互动，发现生活、游戏中的早期教

育契机，陪伴儿童共同成长。

此外，吴建玉不断拓展牵手的范围，坚

持专业理念的输出和传播。除了与省内外

十几所幼儿园结对共建，她还随省“百

人千场”赴贵州、新疆等地送教

38次。多次去往云和、武

义等山区县幼儿园进

行交流分享，被评为

“幼儿园结对帮扶

先进”。

在 采 访

中，吴建玉大

部分时间在

谈工作，问

及 个 人 经

历，她总是风

轻云淡地说：

“我还算幸运，

困难都是暂时

的。”作为“探路

者”的辛酸，大抵都

隐藏在她谈论起专业

时闪闪发亮的眼眸中。

说到理想，像早就想定了

似的，吴建玉脱口而出：让0~3岁婴

幼儿想托尽托，并享受专业的托育服务。

□本报记者 童抒雯

“破解国内锯床装备稳定性差的‘卡

脖子’问题有指望了！”在前不久举办的

2023年缙云智能制造中德论坛上，浙江

科技学院副院长、缙云科技特派团团长李

其朋难掩心中激动，“我们召集了机床行

业内的一批专家，‘卡脖子’问题一旦破解，

对整个锯床装备行业的升级换代将会是巨

大的推动”。

科技特派团是浙江深化完善科技特派

员制度的重大举措之一。2022年，浙江在

缙云、仙居、平阳试点开展科技特派团工

作，以科技支撑山区26县“一县一业”高质

量发展。是年，缙云科技特派团来到了地

处山区的壶镇。

小镇吹起科技“创新风”
壶镇有着“中国锯床之都”的美誉，超

过70%的锯片都是从这座小山坳里运往

全国各地。

2022年年初，李其朋接到担任缙云科技

特派团团长的任务时，心中难免忐忑。他们

中有高校教师，也有龙头企业的掌门人，更有

行业专家。如何让这些人“拧”成一股绳，李

其朋坦言，“确实有点压力”。

科技特派团的成员们在缙云的第一次

“圆桌会议”上各抒己见：“产品的设计开

发，我们可以帮忙”“这项技术，还可以再讨

论讨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看似

“针尖对麦芒”的头脑风暴不仅打消了李其

朋的顾虑，更成为当地企业和特派团“破

冰”“结盟”的契机。

今年上半年，缙云本土企业天喜厨电

带着最新研发的17款产品亮相广交会，并

带着2亿多元的意向订单凯旋。而早几

年，这家传统的电器制造企业对自身的定

位仅仅是“大牌企业的代工厂”。

从幕后走向台前，天喜厨电的改变离不

开背后科技特派团的支持和帮扶。其中，以

“科特派”团队为核心组建的项目组，攻克了

弧形锅体加热不均匀等多个技术难题；联合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立项实施“360度

翻炒智能炒菜机的研发”。目前，该项目已

累计申请专利18项、软件著作权1项。

科技特派团曾经许下的承诺，逐一变成

现实。“本来以为特派团只是走个形式，拍个

照片，没想到真的能给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帮

助。”天喜厨电副总经理袁军如是说。

“当企业发现特派团真能给他们带来

改变时，信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

现如今，“白天开会走访，晚上喝茶‘诊脉’”，

已成为特派团到缙云时的固定行程。“一个

晚上好几家企业排着队，就想请专家们出

谋划策。”

寻找行业中的“精兵强将”，并将优势

资源进行有效链接，是科技特派团团长的

一项基本功。相比一年多前成团时的忐

忑，现在的李其朋得心应手多了。

与此同时，李其朋明显感受到，科技特

派团的到来，为这座山区小镇带来了一股

科技“创新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当地企

业敢迈开步子，愿意去搞科技创新了”。

筑巢养凤，解决发展“拦路虎”
早上8点，浙江科技学院教师李培庆

和王得宝再次启程，目的地是他们再熟悉

不过的壶镇。当汽车驶过老城区，进入丽

缙高新区，眼前的一切开始变得“魔幻”：百

米长的街上“挤”着好几家高新技术企业，

一座座新厂房拔地而起，高楼外墙上的玻

璃在阳光的映射下刺眼夺目……

李培庆和王得宝都是缙云科技特派团

的成员，而长期驻扎在缙云的他们亲眼见证

了壶镇的变化。2021年，李培庆来到缙云

县科技局挂职；2022年，浙江科技学院浙西

南研究院成立，作为执行院长的李培庆见证

了这座山区小镇的一路“狂奔”，“原先只有

一幢综合楼，现在周边都是楼，一切变化得

太快了！”

2022年，浙江科技学院缙云县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通过省级认定，李培庆一有

机会就带着研究生们进企业、下工厂，“天

天坐在实验室里找不出问题”。在缙云的

这几年，李培庆几乎把当地大大小小的企

业都走了个遍。

作为山区26县之一，人才引进难是制

约缙云发展的一只“拦路虎”，当地对高端

人才更是求贤若渴。

今年6月，浙江华洋赛车股份有限公

司成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希望为企业

发展注入科研创新的力量。教师王得宝作

为进站博士，根据企业发展中碰到的痛点

难点，提出研发课题。

事实上有了特派团后，在缙云，高校教

师入驻企业的模式已经不是新鲜事。浙江

畅尔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博士后团队

也曾依托产学研合作，一举拿下浙江省科

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浙江金马逊智能制

造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国家级博士后工作

站、省级航空航天重点实验室等多个科研

平台……“企业有经验优势，高校有理论优

势”，在王得宝看来，这样的合力，“能够最

大程度地激发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潜力，

并且实现产学研的生态闭环”。

孵化“巨头”的“加速器”
声学实验室、EMC测试实验室、三坐

标实验室……走进缙云锯床和特色机械装

备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科技感十足的工

业风迎面而来。除了高精尖的实验室，这

里还“汇聚”了浙江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中

国计量大学、浙江科技学院等多所高校。

它们的到来无疑为当地企业精准对接资源

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场。

浙江臻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也曾是综

合体的一家入孵企业。2016年从国外学成

归来的胡强来到缙云，创办了臻泰能源。创

业之初，技术、人才、资金都是企业的短板，

好在有“靠山”：当地政府给补助，“绿谷精英

计划”引人才，公司还与综合体里的高校成

立联合实验室。“这些为我们的加速发展提

供了重要支撑。”胡强如是说。

浙江大学教师吴昂键是科技特派团的

成员之一，他依托浙江大学能源领域学科

优势，联合浙江科技学院，帮助臻泰能源

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制氢联合生物质合成绿

色燃料耦合系统研发，有效地提升了电力

系统对新能源的消纳能力。

如今，臻泰能源已经顺利出孵，还在综

合体的一侧建起了自己的工业园区。今

年，臻泰能源与浙能集团签下1200余万元

氢能合作合同，成功融入浙能集团供应链，

实现了山区县企业产品融入龙头企业供应

链的“零的突破”。

从技术上的出谋划策到为产业搭桥铺

路，科技特派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

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李其朋认为，

科技特派团对企业发展的推动是立体式的，

“就像是给企业装上了一个‘加速器’”。

做助力企业发展的“加速器”
缙云科技特派团的“特派”故事

吴
建
玉
：

﹃
托
﹄
起
孩
子
的
未
来

吴建玉和中班孩
子玩搭建游戏

（受访者供图）

吴建玉和孩子们在野外创意涂鸦
（受访者供图）

吴建玉收获了托班
孩子的亲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