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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掷””地有声地有声

□本报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陆宗尧

每周三一早，家住宁波甬江边的退休渔

民陈士海，都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来到15公里外的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

心学校，给学生上剪纸课。作为远近闻名的

海洋剪纸非遗传承人，陈士海和学校剪纸社

团成员约定：师徒合伙，让剪纸乘上“国潮”

之风。

海洋剪纸进校园
“我出生于舟山嵊泗，家里世代以打渔为

生。别人的传统剪纸喜欢刻画花鸟，我的作品

则藏有各式各样的东海海鲜。”今年61岁的陈

士海来自一个渔民家庭。剪纸为他在渔船上

的枯燥生活带来了乐趣。因而，他的剪纸作品

里充满渔家勤奋简朴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在一次社区公益活动中，宁波市镇海职

教中心的师生遇到了陈士海。当时几百张

海洋主题剪纸呈现在学生面前，一下子吸引

了他们的目光：“看陈老师作品，好像在逛菜

市场的海鲜摊位，认识了好多海洋生物，龙

头鱼、鲳鱼、大黄鱼、红虾……”一些原本就

喜欢做手工的学生被陈士海的作品深深吸

引，想要现场拜师。

宁波市镇海职教中心原本就有一个手

工社团，成员有50多人，但长期由学生自主

管理，技艺水平不高。得知学生有学艺的想

法，学校马上派教师上门对接。陈士海考察

学校后，欣然答应接下社团，传授海洋剪纸

技艺。

但陈士海的要求可不低。“剪纸难在创

意。青少年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技法可以

传承，但内容必须创新。所以不能由我提供

图样，学生依样制作。”陈士海制定了详细的

授课计划，他要求学生加强绘画基本功，小

组探究浙东传统民俗文化，还要把港、海、

航、桥等学校特色专业融入到主题创作中，

力求“把非遗传承课打造成创新发明课，每

个月都有主题创新”。

有了非遗大师坐镇，剪纸社团一下子成

为校内的网红社团，剪纸文化也延展到校园

的各个角落。学生经常在班级里自办小展

览，主动承包教室美化任务……

“国潮”唤醒非遗
作为一名老党员，陈士海一直关注时事新

闻，他希望学生通过作品记录时代。“每堂课，

陈老师都会分享自己的经历。渔民与自然抗

争的故事、渔村孤岛的现代化进程，这些都让

我们心潮澎湃。”社团成员王亚飞说。

2023年，杭州亚运会在宁波设立海洋运

动分赛场，陈士海提出以亚运会吉祥物开展海

洋运动为主题创作剪纸作品，得到了学校近百

名学生的积极响应。“我创作的是宸宸划着帆

板，沿着杭甬运河出海，把宁波海洋文化带到

亚洲各国人民面前。”学生邵佳琪表示，自己特

意在作品中加入万吨巨轮、跨海大桥等元素，

希望展示出浙江的现代化面貌。

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背景下，从去

年开始，学校还推出了“艺术+思政融合教育”

项目，以海洋剪纸为载体，布置重大纪念日系

列展览。校长姚兴禄介绍，学校在学雷锋日、

劳动节、青年节、建党节、建军节等重大节日、

纪念日组织的剪纸展作品展，已经成为周边社

区、企业党组织开展党建活动的热门“打卡

点”，海洋剪纸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

最近，学校还举办了“国潮”文创展。传统

剪纸图样通过工业产品

设计与加工，陆续转化为

毛毡包、积木万年历、手

机壳等当下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文创产品。在陈

士海看来，中职学校有许

多制造技术和材料加工

工艺，比如数控铣、3D打

印、激光切割等，这些都

能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所

用。陈士海和学校教师

通力协作，鼓励学生大胆

实验，在开发图样的基础

上融入多元制作工艺。

“剪纸技术本身门

槛不高，要真正保持非

遗的生命力，需要不断

抬高其技术门槛，这样学生学习起来也更有

动力。”陈士海的想法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姚

兴禄表示：“镇海是商帮文化、海防文化、院

士文化之乡，我们职业教育对此有研究基

础，专业基础扎实，有必要承担起地方非遗

传承重任，让文脉延续，‘国潮’复兴。”

让海洋剪纸“潮”起来
宁波市镇海职教中心探索非遗传承新路径

吉利汽车学院学生在实训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操（学校供图）

生物制药专业学生正在上课（学校供图）

【四版职教头条配图】

□本报记者 邹红宇

7月盛夏，暑假如约而至，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生物制药技术专业教师、博士

李季衡却丝毫没有闲下来。在前段时间

的钱塘区“博士入企”对接会上，她注意

到了一份来自杭州九源基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对生物信息学人才的需求清单。

于是，本身就拥有复合背景的她主动与

公司联系，帮助企业解决实际生产中遇

到的问题。

“博士入企”是杭职院创新打造市域

产教联合体、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

缩影之一。2023年10月，杭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钱塘科学城）产教联合体成

立，并作为浙江省唯一一个案例成功入

选首批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杭职院

作为这个产教联合体的牵头高校，积极

探索创新市域产教联合体实体化运行机

制，蹚出一条联系紧密、合作灵活、特色

鲜明的产教联合体“杭职路径”。

基础深、融入早
为区域发展注动力

杭职院所在的杭州市钱塘区是集经

开区、高新区、综保区、自贸区等四大国家

级金字招牌于一体的产业大平台，拥有华

东地区最大规模高教园区，集聚了“车芯

药化航”五大主导产业、13万个市场主体、

14所高校和25万名师生，是市域产教联

合体的天然聚宝盆和合作试验田。

“作为首批入驻钱塘高教园区的

高校，杭职院自建校以来就与区域同

生共长、互融互促。”副院长楼晓春的

话道出了杭职院与钱塘区的历史渊

源。早在2008年，杭职院就主动在区

域内的校企合作上“破冰”，开国内高

职校企共同体建设之先河，与全球三

大机床生产商之一的友嘉实业集团以

校企共同体模式合作共建友嘉机电学

院。之后，杭职院更是聚焦钱塘区“车

芯药化航”五大主导产业，相继建立7

个人财物融通、产学研一体、师徒生互

动的新型二级学院。

然而，随着产业出现高端化和融

合化趋势，杭职院逐步意识到原本单

纯的点对点式校企合作已经无法实现

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精准有效供

给。为了破解校企共同体面临的校热

企冷、合而不深、资源聚集度较低等问

题，杭职院主动与杭州钱塘新区产业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共同组建杭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钱塘科学城）产教

联合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能够集聚区

域内优质资源，充分发挥政府统筹、产

业聚合、企业牵引、学校主体作用，形

成了制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产

教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杭职院宣传

部部长张杰表示。

创新机制、共建共享
打造产教深度融合“生态圈”
在距离杭职院不远处的杭州医药

港小镇里，集聚了华东医药等大型制药

企业以及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原本，杭

职院只能点对点与医药港小镇里的单

所企业进行联系，无法形成合作规模，

而市域产教联合体使得面对面式合作

成为可能。

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支持和推动下，

杭职院与医药港小镇共建杭州医药港学

院杭职产教融合基地，并链接了区域内其

他14所本科及高职院校，共同服务医药

港小镇内1700余家制药企业。学院还推

出了由区域内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

组建的“理事会—人才培养联盟”实体化

运行机制和有着市域产教联合体理事会、

秘书处、专家委员会三级组织的协调会

议，根据产业人才需求情况对年度招生计

划、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动态调整。“有了平

台和机制之后，我们和周边其他高校、企

业的沟通更顺畅了。”杭职院生物制药技

术专业负责人陈郁表示。

产教联合体在服务区域产业的同

时，也“反哺”了学校的专业发展。在杭

职院东北角的生态健康学院里，有一处

面积达2000平方米的生物制药综合实

训基地，里面设有微生物发酵实验室、生

化分离实训室、细胞房等实训场所。“现

在基地里的各种设备几乎都和企业生产

接轨了。”陈郁告诉记者，几年之前，这里

的实训设备都比较老旧，无法适应教学

实践的需求。其中的变化源于市域产教

联合体的成立。联合体强力引导政校企

共建产业学院，并给予杭州医药港学院

杭职产教融合基地2000万元经费，支持

杭职院在校内打造基于典型产品生产工

艺的实训基地和创新实践基地，提高区

域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画好政校企联动“同心圆”

浙江合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是医药

港小镇内的一家企业，主要从事抗癌抗

病毒等新型原料药和中间体的开发。企

业在生产中一直受到催化剂价格昂贵、

重金属残留高、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短

缺等问题困扰，急需突破生产技术难

题。“原本公司只能自主联系高校，市域

产教联合体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

的沟通平台。”副总经理沈超透露，公司

通过联合体“博士入企”产业赋能行动，

在钱塘博士服务驿站发布需求，然后与

前来揭榜的博士实现精准对接。就这

样，他认识了杭职院生物制药技术专业

教师、博士于文博。

了解到企业的迫切需求，于文博根

据团队在药物合成上的技术优势，开发

了新型的多糖负载催化剂，使抗肿瘤药

的关键中间体合成生产成本降低了20％

左右，重金属残留小于0.01%，同时指导

企业对原有产线进行改建升级，攻破了

困扰企业多年的难题，极大提高了生产

效益。

据悉，联合体探索性实施“博士入

企”产业赋能行动，创新“企业出题+高

校解题+政府助题”三题模式，促成校企

资源深度互补，推动产业能级提升。杭

职院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积极参与“博

士入企”行动，帮助企业突破发展瓶颈；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校企共建杭州市工

程研究中心，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与钱塘区、联想集团共建联想工业互联

网研究院，赋能联合体为171家企业提

供咨询诊断，精准服务40多家企业。

副院长程利群表示，下一阶段，杭职

院将积极参与杭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首

选地建设，加快构建资源共享、功能完

善、全程服务、运行顺畅的市场化科技成

果转化体系。

杭州市萧山区临浦社区学校：

让老年人把生活画进漫画里

本报讯（通讯员 王俞楠）一个身着蓝色家

居服的男子翘着脚在窗口抽烟，他的一只手伸出

窗外，随意抖落着烟灰，窗外四面包围着的小区

建筑仿佛一个巨大的烟灰缸。最近，这幅名为

“好大的‘烟灰缸’”的漫画，在浙江省第四届社区

漫画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它的作者是杭州市萧

山区临浦社区学校学生、63岁的陈玉莲。

这幅漫画的灵感来自陈玉莲的日常生活。

退休后的陈玉莲经常参加社区的洁美家园志愿

者活动，她发现“刚打扫完这一块区域，回来一

看，又能看到烟蒂”，于是便创作了这幅讽刺漫

画。其实，陈玉莲接触漫画还不到半年的时间。

得益于临浦社区学校开设的“大家一起学漫画”

课程，她有机会学习用简单的线条去勾勒、表达

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

临浦社区学校从2013年开始开设“大家一

起学漫画”课程，目前已为辖区内1000多人次提

供漫画学习平台。课程负责人王建权表示，漫画

的上手是比较简单的，难在如何把画画得巧妙有

趣、有自己的想法。“老年人生活经验丰富，对生

活、对社会、对家庭都有自己的看法。把这些看

法用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漫画课程的核

心。”王建权说。

多年耕耘，临浦社区学校的漫画课程成效渐

显。“大家一起学漫画”课程被评为浙江省社区教

育特色课程，同时作为社区教育“能者为师”特色

课程被教育部推介，学校《以漫画为元素的社区

教育课程的开发》实验项目还获评浙江省社区教

育优秀实验项目。以特色课程的开展为基础，临

浦社区学校已连续举办4届全省社区漫画比

赛。随着参赛人数的逐年增加，社区漫画比赛也

逐渐打响了名号。

日前，第一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东区浙江省）地掷球
比赛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本次比赛设塑质地掷球、大
金属地掷球、小金属地掷球、草地掷球、短道草地掷球5个竞
赛项目，根据参赛者年龄分为少年组、青年组和成年组3个竞
赛组别，吸引来自山东、江西、安徽、上海、浙江等地44支代表
队370余名运动员参赛。

（本报通讯员 吕炳霞 欧阳洪萍 摄）

杭职院：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探路者”

图为杭职院生物制药技术专业学生在生物制药综合实训基地上课。（学校供图）

图为宁波市镇海职教中心剪纸社团成员在非遗传承人陈
士海的指导下，创作海洋剪纸作品。 （学校供图）

金职大：

直播带岗激活就业“流量”

本报讯（通讯员 周飞腾 应 莉）“大家好！

欢迎来到‘8091’直播间，今天将为大家带来金华

市三溪堂国医馆、贝康国际等优质岗位……”近

来，金华职业技术大学辅导员钱周蕾化身“主

播”，为学生推荐优质岗位、提供求职指导，让毕

业生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取招聘信息。

为应对毕业生慢就业、缓就业等问题，金职

大于年初正式推出“8091”直播间。“8091”即

“帮您就业”，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匹配企业与未

就业学生的专业、生源地和意向。为推动毕业

生积极参与直播带岗活动，近期直播间还与多

家企业合作，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吸引力的直播

福利。直播间先联系了多家就业基地，收集岗

位信息。作为直播福利，前两名发送简历并符

合条件的毕业生将有机会获得免面试入职的资

格等。这在直播间内引发了热烈反响。毕业生

们纷纷表示，这种直接、高效的求职方式让他们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挑战。在不到1分

钟的时间里，试水的金华顾连金帆康复医院有

限公司就收到了几十份简历，最终毕业生小傅

和小董得到了这项福利。目前，二人已经度过

试用期并成功转正。

据统计，截至目前，“8091”直播间已开展5

场直播带岗活动，流量有万余人次，累计参加企

业80余家，提供招聘岗位1000余个，直播间达

成合作意向超2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