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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教育赋能教育赋能教育赋能教育赋能““““三支队伍三支队伍三支队伍三支队伍””””建设建设建设建设
系列访谈系列访谈系列访谈系列访谈（（（（五五五五））））

□本报记者 季 颖

浙江“新春第一会”提出，要聚焦培

养人、探索育才新体系，聚焦吸引人、构

筑聚才新优势。教育对外开放在助力

人才培养方面大有可为。新时代的教

育对外开放应如何为“三支队伍”建设

赋能？怎样的教育对外开放符合现阶

段人才培养需求？针对上述问题，日

前，本报记者采访了省教育厅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相关负责人。

记者：教育对外开放在“三支队伍”

建设中发挥着怎样的重要作用？

相关负责人：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

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

是广泛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引进

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增

进文化交流、助推科研合作等方面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教育系统推进“三支

队伍”建设，一方面需要用开放的视野

谋篇布局，深入思考如何主动对接国家

和浙江发展战略，统筹规划“三支队伍”

建设，聚力创新发展；另一方面需要通

过开放的路径全力推进，通过中外合作

办学、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境外办学、

联合科研攻关等重点渠道，努力提升办

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精准服务“三

支队伍”建设。

记者：如何找准切入口，为我省“三

支队伍”建设贡献力量？

相关负责人：在“三支队伍”建设

中，要充分利用教育对外开放这一重要

抓手。一是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

引入世界先进教育理念和优秀教育资

源，提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和人才培养水平。深入推进“双元制”

改革，借鉴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二是吸收

世界各国优秀留学生来浙就学，提升高

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培养知华友华国际

人才。鼓励优秀留学生在浙江就业创

业。三是选送优秀骨干教师、管理人员

出国留学、访学、研修培训，提升教师和

管理队伍整体素质。四是深度搭建与

国外高水平院校科研合作平台，培养经

济社会发展和高校学科建设需要的高

水平创新型人才。五是全面推进“一带

一路‘丝路学院’”建设，精准对接“走出

去”企业需求，帮助培养高素质本土化

技能型人才。

记者：近年来，我省教育对外开放

在助力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哪些成

绩？当前，教育对外开放过程中遇到了

哪些难点问题？应如何做好“走出去”

和“引进来”两篇文章，进一步优化教育

对外开放布局，更好地为“三支队伍”建

设服务？

相关负责人：近年来，我省以打造

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地为目

标，坚持“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教育对外开放格局不断优化，成效正

持续显现。一是高质量打造“走出去”

品牌，为我省“走出去”企业服务。自

2016年起，浙江启动“一带一路‘丝路

学院’”建设，重点鼓励高校与“走出

去”企业携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举办境外合作办学机构。目前，浙江

已有30所高校在33个国家设立了39

所“丝路学院”，为40余家“走出去”浙

企培育近4000名本土化人才。二是

高水平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获批全国

唯一一个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改

革创新试验区，引入海外优质教育资

源和创新要素，填补我省空白、紧缺学

科专业，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比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航空学院填补

了我省民航类专门院校的空白；浙江

大学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举

办了2所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有500余名留学生，引进了来自15个

国家的近百名外籍师资。目前，全省

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已多达26

所，数量居全国第2位。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

局势错综复杂，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

教育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持续，

对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严峻挑战。要主

动破题，完善策略，拓宽渠道，统筹高

水平“走出去”和“引进来”，努力推进

教育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高地建设，

不断增强我省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在

“走出去”方面，精准服务我省“走出

去”企业，重点建好“一带一路‘丝路学

院’”，帮助培养高素质本土化技能型

人才。在“引进来”方面，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先进教育理念、高层次人才等

核心要素，提升我省教育的国际化水

平，全面服务“三支队伍”建设。

记者：接下来，应如何发挥教育对

外开放优势引进和利用国际一流水准、

浙江迫切需要的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相关负责人：一是深入推进通过中

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试验

区建设，鼓励举办填补空白、解决“卡脖

子”技术、引领未来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和项目。二是持续推进“国际名校引

育工程”。推动北航继续引进1~2所国

外高水平院校开展合作办学，初步形成

中法高教园。推进浙江大学新设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提升国际合作教育样板

区建设水平。积极推进横店英国创意

艺术大学等拟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申

筹进程。

加快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
精准服务“三支队伍”建设

——访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相关负责人

为了更好地弘扬传承和保护衢州地方非遗文化，衢
州学院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心）以当地非遗文化为载体
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开展“非遗驻校·三育融通”工
作，开设了由非遗传承人授课的“婺州窑衢州白瓷设计与
创作”“衢州非遗竹编技艺实训”“非遗文化——蛋雕艺术
实践”等课程。图为学生在上“婺州窑衢州白瓷设计与创
作”课。

（本报通讯员 翁盛槟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雨红 郁馨怡）
“困扰已久的问题，在高校技术人员的

点拨下终于解决了！”说起不久前的一

次技术攻关，位于嘉兴市秀洲区高照

街道的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负责人盛亚茗连声感慨。公司

此前研发了一款无人机变焦镜头，但

总出现拍摄画面模糊的问题。南方科

技大学嘉兴研究院的仿真技术团队来

到企业，采用结构仿真法发现了问题

根源，并为企业提供了优化方案。

“产品的技术含量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企业的市场地位。”嘉兴市秀洲区

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说，但很多中

小企业、成长型企业往往存在研发能

力弱、资金少、技术人员缺乏等难题。

近几年，秀洲区陆续与省内外高

校合作，共建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

究院、浙江大学嘉兴研究院、南方科

技大学嘉兴研究院等，为企业提供技

术、人才支撑。截至目前，秀洲区已

实现7个镇（街道）研究院全覆盖。在

王江泾镇，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秀

洲创新中心与EP雅莹、嘉欣丝绸等

龙头企业合作，解决纺织染料污染环

境问题；中科环境科技研究院（嘉兴）

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化身“治气专员”，

帮王店镇建起大气污染源动态管控

库；位于油车港镇的北京理工大学长

三角研究院，专注为企业培养科研人

才，目前已有450名研究生就读。

为了推动研究院建设运行，秀洲

区设立专项支持资金，对研究院设备

采购、人才引进、产业孵化等给予专项

支持。同时，每周开展科创路演、研讨

会等活动，加大研究院与科创企业、科

技金融和服务机构等合作，促进产学

研深度融合。

去年4月，秀水科创联盟应运而

生，吸引合作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

构等加盟。目前，秀水科创联盟已有

成员单位近 100家、落地项目 60余

项，各研究院累计与166家企业合作，

实现技术交易超2亿元。

小镇来了科学家，企业多了博士

后，秀洲区的科创土壤日益肥沃。全

区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从

2020年的15.84亿元提升到2022年

的20.54亿元。截至去年全区共有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66家、省级科技

型中小企业1014家、省级以上企业

研发平台95个。

小镇来了科学家 企业多了博士后

嘉兴秀洲区：镇镇都有高校研究院

杭电
推出深夜回寝护送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孙 韵 程振伟）“这周二、

周四我都是半夜两三点回寝室，深夜一打电话他

们5分钟之内就过来了，还帮我搬行李提东西，感

觉真的挺温暖的。”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

学院研三学生林锐峰说。最近，临近毕业的他正

在准备毕业论文，常常要在实验室忙到凌晨，回

寝室的路有点远，他便拨打了学校保卫处的服务

电话。

杭电保卫处副处长段利强是深夜护送服务的

主要发起人。他介绍，目前杭电有50间申请通宵实

验的实验室，学生们夜间上自习做实验是家常便

饭。“我们夜间巡逻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学生熬夜

做实验，回去得比较晚。”经过前期组织研讨和民意

调研，他发现学生们对深夜护送服务十分欢迎，便

于3月11日正式推出了这项服务，由保卫处校卫队

负责，每个夜班安排2名专职护送人员、1名当班负

责人，共同保障晚归学生的安全。目前这项护送服

务开展时间是从23点至次日凌晨5点。

浙旅职院
“公益烹饪课”受热捧

本报讯（通讯员 陈素萍 赵 青）“泡芙是西点

中的一个典型产品。我们要把泡芙做成雪人、天鹅、

汉堡等造型，让泡芙既好吃又好看。”3月16日，在浙

江旅游职业学院美食体验中心，中式面点高级技师

应小青正在介绍泡芙的特点和制作要点。这是学校

与浙江省文化馆合作的“公益烹饪课”的首次亮相。

省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爱好厨艺的人

群增多，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开设厨艺课也是为了满

足学员需求。“公益烹饪课”开班的消息传开后，课程

被“疯抢”，60个名额有731人报名，录取比例达到了

12∶1。学员吴梓航说：“尽管网上有烹饪相关教程，但

大多是剪辑过的，不够专业也不够完整。能到浙旅职

院跟着专业的师傅当面学习，是再好不过的。”

据悉，“公益烹饪课”分中西式面点和中西式烹

饪两门课程，每门课程设8次课，上课时间为每周六

上午9：00至12：00。除了泡芙，接下来学员们还要

学习手工意大利面、象形糖艺制作、榨菜鲜肉月饼等

多款中西式经典菜肴。

浙旅职院厨艺学院副院长王玉宝表示，此次菜

品和面点的选择主要考虑推广杭州美食，因而以传

统的杭帮菜和点心为主，兼顾了市场上流行的西式

牛排、意大利面和西式点心。此外，为了便于学员学

习后回家制作，菜品和点心也都选择了相对容易上

手的、不需要复杂设备和流程的品类。

宁波政校共建
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郭 燕）日前，宁波工程学院与

宁波市应急管理局共建的宁波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

中心正式揭牌。

宁波市应急管理宣传教育中心是宁波工程学院

和宁波市应急管理局在共建宁波市安全工程学院的

基础上，深化校政地战略合作的又一成果。中心挂

牌“宁波市应急管理培训学院”“宁波市安全生产考

试中心”，下设宁波市安全生产考试中心直属考点。

今后，中心将紧紧围绕“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服

务、为政府开展安全生产监管服务”的宗旨，依托学

校的基础设施、人才队伍、技术积累优势，高质量做

好宁波市应急消防管理辅助队伍培训基地、应急管

理系统专技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和安全生产“三项岗

位”人员培训基地的建设。

宁波工程学院院长邵千钧表示，共建宣教中心

是学校服务地方发展的又一举措，学校将全力与市

局共同推进宣教中心的发展，依托“安全+”学科集

群建设，做好安全培训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同时，

在实践中加紧做好培训标准研究，引领安全培训工

作标杆式发展。

眼下是春耕时节，3月19日，台州市路桥区
蓬街镇中心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育秧车间体验农
事，让学生知农事、爱劳动。

（本报通讯员 蒋友青 摄）

（上接第1版）
“输血造血”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教师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

是畲乡大地教育图景变化的根源。

帮扶的重点始终是围绕这一核心需

求。”县教育局局长吴如峰表示，省教

育厅的帮扶策略始终以“人”为中心，

名师引领、定向培养等多措并举，为

景宁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

每周一晚上，来自杭州第二中学

的数学骨干教师吴祝飞总会与景宁

中学数学教研组的教师们探讨当周

的教学目标安排。2023年3月，杭二

中和景宁中学启动结对帮扶计划。

按照计划，首轮3年合作期间，双方将

在学校管理、师资培训、课程建设、教

学改革、学生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位

的交流。从去年暑假开始，吴祝飞便

“驻扎”在景宁中学，任教高三两个班

的数学。他严谨又生动的教学风格

深受学生喜爱，两个班的数学平均分

实现快速提高。

“景宁中学的教学模式和杭二中

有很大区别，教学目标设计也完全不

同。”吴祝飞表示，作为驻点教师，他的

重点工作一方面是深入了解学情，因

材施教，一方面是将具体信息反馈至

学校，促使帮扶计划精准、有效。

截至2023年 12月底，杭二中已

在线下安排各科教师陆续入校实地

指导至少3次；两校每个月会开展两

次线上联合教研活动，落实每月的全

学科教研制度。另外，景宁中学的年

轻教师有了前往杭二中跟岗学习的

机会。

在景宁，像这样打造教师专业

成长共同体的例子比比皆是。城

北中学教师毛玲玲经过省吴丹青

名师网络工作室一年多的指导后，

找到了专业成长的新路径，教学上

取得明显进步，去年获评丽水市教

坛新秀。

目前，基于各校和教师的实际需

求，省教育厅为景宁联系结对了14

个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先后开展线

上线下活动62次，参与开设示范课、

讲座教师 225 人次，为大批普通学

校、普通教师提供了最优质的教学范

例和资源支撑。经过结对帮扶后，景

宁教师有1人获省级奥林匹克竞赛

（化学）园丁奖，4人获市教坛新秀，2

人获市教坛新苗。今年，在省教育厅

的支持下，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结对

帮扶景宁的数量将增加到18个。

针对山区名优教师“引进难、培

育难、留用难”问题，省教育厅还建立

了定向培养评聘教师机制。例如，率

先设置“戴帽下达，人走帽留”机制，

实施省特级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定

向评聘计划。连续两年，景宁均有本

土教师评上正高级职称，并有效缓解

了以往紧缺岗位招不到人、留不住人

的情况。

非遗驻校育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