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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岁的李雅雯是温州职业技
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还未毕业就
与温州鞋密码有限公司直接签约，
成为了一名鞋样设计师。

温州素有“中国鞋都”“中国合
成革之都”的美誉，鞋企众多，对鞋
类设计人才需求量很大，像李雅雯
这样的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毕业生
供不应求，更何况李雅雯还曾在全
国技能大赛上拿奖，还没毕业就被

“预订”也就顺理成章。

用心是灵感的源泉

在鞋密码的设计工作室，记者
见到了正在制作鞋样的李雅雯。每
天一到工作室，李雅雯先要把各种
样式的鞋子看上一会，这是她打
开创意“阀门”的仪式，完成图样
设计时的所思所想，她会记在手机
上⋯⋯一天的工作忙碌而又充实。

“有人说，通过与大自然的交
流、沟通、对话，将这些启示移入到
当代设计创作中来，是设计者不断
学习、探索的最好方式。”李雅雯扎
着高高的马尾，给人的第一印象俏
皮、时尚。

除了走进大自然，用心捕捉各
种流动的信息，都会是灵感的源泉。

最近的一个微博热搜词——鲸
落，就给了李雅雯很多启发。“‘一灵
归海，万物生长’充满了哲理。”李雅
雯当时的脑海中马上跳出很多设计

灵 感 。 接

下来公司主推的鲸鱼系列产品，就
由李雅雯主导设计。

鞋样设计师是工厂的命脉所
在，设计出的样鞋的好坏，直接影响
到工厂的订单。要设计出款项新
颖、线条流畅、样式标准的鞋样，不
仅要求设计师技术要过硬，还要紧
跟潮流。强中自有强中手，惟有不
断学习再学习。“我要用心感受自己
所接触的一切。将其转化为自己的
设计语言，努力成为具有个人设计
风格的设计师。”李雅雯对此信心十
足，“年轻是我的优势！”

没毕业就被预订

去年 7 月，李雅雯以实习生的
身份在温州鞋密码有限公司开始了

鞋样设计。
“这个小姑娘悟

性 很 高 ，

只要我把想法告诉她，她就能很好
地把创意呈现在图纸上。”该公司董
事长赵兴邦一眼便相中了前来面试
的李雅雯。“虽然她很年轻，但很有
想法，已经是我们公司设计组的核
心成员了，我们经常在公司的设计
研发微信群进行头脑风暴。”

早早地与李雅雯签订就业协
议，赵兴邦看中的是她身上的锐
气。“她的脑子里没有任何的边界和
条条框框，我们的企业需要的就是
这种创意，这种思维，这种灵感。”

疫情影响之下，一些企业出现
“用工荒”，有职业技能的职校生已
是就业市场的香饽饽。在职校生
中，拿过学校的第十五届学生技能
大赛皮革面料再造设计项目一等奖
和中国国际鞋类设计大赛铜奖的李
雅雯更可谓“百里挑一”，她签约后，
企业解决食宿，平均月薪会达到
7000元左右。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鞋类设计与
工艺专业教师孙天赦分析说，温职院
毕业生就业率达98.28%，毕业生到
岗后能无缝对接，企业用起来很称

手，因而这些擅长于实践技能的高职
毕业生很容易拿到较高的薪水。

根据浙江省评估院调研数据显
示，近几年，我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平
均月薪高于全国同类平均 522 元。
专科专业收入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
鞋类设计与工艺（6922.68 元）、空
中乘务（6677.98 元）、电机与电器
技术（6536.36元）。

更珍视设计梦想

“今年到底流行什么？”
“以今年的靴子为例，我认为的

流行趋势就是方头、流线型，主要的
风格就是简约。”

记者随便问了一句流行趋势，
李雅雯便能娓娓道来。

在李雅雯看来，设计的元素很
多，灵感的来源也有很多，但只有来
自自然的设计，才是真正有灵魂有
温度的设计。

怎么样的设计才能触及消费
者的灵魂，成为一款又一款的“爆
款鞋”，是李雅雯每天都在思索的
问题。她不仅要懂得鞋的流行趋
势、鞋样的设计规律等，还得会进
行春、夏、秋、冬的女鞋设计，从基
本款到花式款的手稿款式设计、电
脑款式设计到色彩原理。李雅雯
常到零售店看国内女鞋的流行趋
势和色彩，也会到韩国、广州等地
看各种时装鞋的展览。国内外最
新流行的鞋子款式、市场上热卖的
鞋料等，都需要设计师了然于胸。

“除了到网上、市场上搜，和客户交
流，还要购买一些图片资料。”李雅
雯说，她的手机里，总存着很多最
新的鞋子照片。

鞋样设计难，正因为其设计的
面积小，展示的空间不多。从过去
的“拿来主义”回归到“扎根原创”，
刚入行的李雅雯，始终珍视自己内
心深处的设计梦想，“设计不是单薄
的复制，设计就围绕在我们周围，设
计必须使生活更舒适更具有灵感。
我希望日后自己设计的鞋，能让大
家感觉既舒适又有个性。”

无需手动测量体温、不必自行
填写身份信息，甚至连门禁卡都没
了“用武之地”⋯⋯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台州路桥区山水华庭小区的
业主们，免去了繁琐的登记和检验，
率先感受到“智慧社区”的便捷。

“真的是方便，既减少了人力，
又减少了接触。”小区物业经理林永
洪赞不绝口。

这套被频频点赞的“智慧社区”
管理系统，正是陈恩华和他的团队
14个日夜“熬”出的成品。

从最初的 html 到当下的 go，
20 多年来，陈恩华设计了数千个系
统，敲下了数不清的代码。而今，他
正努力用一行行代码，架构一个个
更有温度的“智慧社区”。

一个加急订单的尝试

在浙江木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里，担任系统架构师的陈恩华，也是
公司的老板，但他却常常和员工一
起“挤”工位。

公司会议室里，一套智能社区
管理系统被打开，山水华庭小区的
三维地图呈现在大屏幕上。“疫情发
生后，进入小区都要量体温、查验健
康码，如果不是本小区的住户，还要
进行身份核验，速度慢且容易遗
漏。”陈恩华说，“现在，摄像头能够
自动通过人脸识别核验是否为本小
区的居民，还能通过自动体温监测
仪直接测量体温，这样，小区就能够
全面实时掌握人员的流动情况。”

系统运行后，进入小区人群的
数据不断跳动。而在数据采集的前
端，经过信息授权的小区住户，已告
别门禁卡的使用，实现刷脸进入。

除了体温和健康状况外，系统对
进入小区的人群也进行了区分。“我

们小区有600多户居民，现在每天进
出的人数以及是否为本小区住户都
能及时在系统上反馈。”林永洪说。

这款“智慧社区”管理软件，正
是陈恩华在疫情期间接下的加急订
单。根据委托单位的要求，陈恩华
和他的程序员团队用14个日夜，勾
勒了一个“智慧社区”的雏形。

陈恩华告诉记者，这款软件的
目的在于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和
物联网技术帮助居住小区更好进行
疫情监控，让各项措施更为精准高
效，同时又便民利民。

一套系统就是一栋大楼

采访时，不善言语的陈恩华时
不时挠着本就不“茂盛”的脑袋。

“我这不是程序员的标配。”看
到记者的目光，他赶忙解释。

由于痴迷游戏，他早早告别了
学校步入社会；而也正是因为游戏，
让他从一个“学渣”成为了硬核的技
术大咖。

但步入社会的20多年来，这一
路他走得并不顺畅。2008年，陈恩
华更是遇到了人生的滑铁卢。春节
回家时，他发现身上有莫名的青紫，
一查，被确诊为白血病 M3。为了
治病，他丢掉了工作，靠原本的积蓄
和网站流量广告养活自己。

“给我一台电脑，我就能活。”大
病初愈后，陈恩华重新规划了自己
的方向。

系统规划师，正是他努力的方
向。“一个系统的生态是否完美，就
等同于一栋大楼的设计有无瑕疵。”
陈恩华喜欢用建筑设计师和系统架
构师做比对。

一栋大楼，不仅要有扎实的基
础，有着抗风抗震的能力，也要将

水、电、气、通道融在其中；而一套系
统，也不外乎如是。

“要做好系统架构师，不能单做
一个‘技术宅’。”陈恩华说，敏锐的
洞察能力和沟通能力，才能让一个
系统更好地服务于用户。

“技术宅”是人们对程序员的普
遍印象。为了让“智慧社区”系统的
功能更完善，陈恩华从屏幕前走到
人前，从封闭的小房间走向热闹的
街区、厂房。熟悉陈恩华的人都看
到了这个“技术宅”的转变。

“只有更了解，才能更适合。”虽
然疫情期间无法进行大量的实地调
查，但他通过一个个电话，了解更多
社区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实际情
况。“比如车辆道闸的应用，我们希
望的不是简单的车牌认证，而是能
对车上人员进行系统的判断。”陈恩
华说，除此之外，他们也考虑将智慧
电力、水电煤气以及治安等功能植
入系统中。

一个手机畅行一个社区

每一个建筑设计师，都希望自
己的作品成为标志性建筑；而一个
系统架构师，则希望自己的产品，成
为代码中的艺术品。

一行行代码中，陈恩华融入
的不仅是技术，也是自己对未来

的理解。
“缝商平台”是陈恩华最津津乐

道的作品。这个收纳了缝纫行业近
40%的上下游制造商的数据中心，
一开始就没有“甲方爸爸”，而搭建
这个系统，也只是陈恩华为了锤炼
自己系统架构师的能力。

没想到，这个无心插柳的系统，
得到了中国缝制协会的青睐，计划
与陈恩华共同在这一领域开展更深
入的合作。而在这次疫情中，“缝商
平台”大显身手。在这个平台的帮
助下，许多口罩缝制设备、熔喷布以
及相关关键零件的供应问题被解
决，成千上万只口罩，在更短的时间
被生产出来。

“今后的社区管理会朝着智慧
社区的方向发展。”陈恩华说，这让
系统架构师等技术人员，有了更多
实现想法的可能。

调研系统运行的情况、排摸可
能存在的问题⋯⋯眼下，陈恩华和
团队成员正计划加速智慧社区项目
的成长。

“点一点手机，就能知道小区的
空气质量如何；也可以通过手机，知
道小区里空闲电动车充电桩在哪个
位置。”陈恩华说，他们正通过反馈
的情况和想法，让系统与更多的智
能设备相结合，用一个手机就能畅
行一个社区。

系统架构师陈恩华——

行行代码，让社区聪明起来
本报记者 许 峰

记者见到 Vicky 沈月岑时，她
刚给自己贴了浓密的假睫毛，涂上亮
闪闪的眼影，眼睛显得更大了。

夸张的妆容，是为直播特意画
的。再过一会儿，这个特别热情开
朗的“小姐姐”就要在乐刻的抖音直
播间里，给网友们免费上一节“尊
巴”课。

金牌教练Vicky，如今多了一个
新职业标签——“云健身教练”。线
上线下，有什么不同？Vicky告诉记
者：很不一样。

疫情催生出火热的直播健身，会
昙花一现吗？Vicky一个多月“云健
身教练”的亲身经历，已展现出这个
新职业“大火”背后更深远的社会意
义：每个人，无论身处城市还是农村，
都有运动健身的需求，但中国在健身
资源上的城乡差距巨大。“云健身”的
出现，缩小了这种差距，让每个人都
更加平等地享有运动健康、追求更美
好生活的资源和权利。

健身房变身“直播间”

杭州万科黄龙中心，乐刻健身精
品店的操房，如今布上了摄影灯，成
了一个“直播间”。

18：50，直 播 开 启 。“ 由 我
Vicky，和 Gala 一起，为大家带来今
天的尊巴。”对着手机，Vicky展开热
情的笑颜，动感的音乐响起。

“尊巴”是一种源自美国的健身
舞蹈课，“因为热爱，我一直在钻研这
个项目。”Vicky 告诉记者，今年，她
如愿以偿成为中国第四批官方认证
的“尊巴教育专家”，这批全国一共只
有9人。

Vicky 大学学的是体育表演专
业，2016 年毕业后就在“乐刻”当教
练，现在是培训教练的“内训师”。疫
情前，Vicky 的主要工作是培训教
练，同时也在杭州的几个门店上团操
课，一周上十七八节。

1 月 20 日，Vicky 回老家湖南
怀 化 过 年 ，然 后 ，疫 情 来 了 ，必 须

“宅”在家。“我们有运动习惯的人，
三天不动浑身难受，我的微信粉丝
群里，熟络的学员也在喊想运动，怎
么能让大家动起来？我跟很多教练
一样，号召大家‘云健身’。”最初的
做法很简单，每天下午 3 时，学员们
打开群聊视频，对着手机练最近很
火的“26 字母肌肉挑战赛”。有了线
上的相互鼓劲，学员们不会偷懒，也
不觉得枯燥了。

疫情下，“云健身”成为趋势，2
月 5 日乐刻直播健身项目开启，第二
天她就提着行李回杭州，“早一天隔
离，早一天解禁，早一天加入直播队
伍。”开朗的Vicky哈哈大笑起来。

但其实，14 天后，当她回到公司
复工，还是有点无所适从。今年，本
来也应该继续高速增长的经营业绩，
疫情来了门店无法开业，乐刻线下收
入占比超过 85%，这就意味着业务
几乎陷入停滞，CEO 韩伟告诉员工，
这场疫情让公司损失至少过亿。

但 Vicky 并没有特别焦虑，因
为公司的直播业务已经开展起来
了。大年三十，韩伟拍板：立即上马
直播健身。一个月，乐刻线上项目全
网播放量突破20亿。

点燃气氛很重要

于是，像 Vicky 这样
的“金牌教练”，有了一个
全新的职业标签：“云健身
教练”。每周一次，她会在
抖音或者“乐刻直播间”等平台上，带
领大家“云健身”。Vicky告诉记者，
她从没做过直播，这些天“云健身”下
来，她感觉这与原来在健身房里带团
课，很不一样的。

虽然她对课程的“套路”很熟悉，
但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同时看直播，倒
逼教练要准备得更充分。Vicky 跟
搭档一般会提前 5 天核对要用到的

歌单，还要再一起排练三四次。
“以前在健身房里上尊巴课，大

家沟通交流非常方便，氛围带起来也
很快，一起大喊大叫都不觉得尴尬。
但是‘云健身’时，大家在家对着手
机，学员一个人变得很嗨就会很奇
怪，对我们教练来说，带动氛围的能
力就更重要了。”她说。

为了带动氛围，Vicky 会去思
考更多有趣的环节，让气氛更“燃”，
比如一个激情四溢的开场白，比如
给动作取好玩的名字，“吃鸡腿、擦
玻璃，吃饱了才有力气健身”，还要
跟线上的朋友互动，“点这首歌的朋
友在不在”。

“学员们居然送了 1 万多‘抖
币’。”说起第一次“云健身”的场面，
Vicky 又咧开嘴大笑起来，“得到这
么多人的认可，太开心了。”

疫情期间不得不“宅家”，却给了
像 Vicky 一样的健身教练们，一个
机会到线上发展的新机遇，开启了他
们职业生涯的新篇章。

“云健身”不是昙花一现

“疫情结束，还会去直播‘云健
身’吗？”记者问。

“会的。”Vicky 的回答斩钉截
铁。

韩伟告诉记者：“长远来看，疫情
带来的困境，也可能是健身产业探索
线上的契机。”乐刻线下的健身房，满
足了用户到店健身的需求，未来能不
能新开拓一个在家健身的需求？所
以，除了公益性质的抖音直播，乐刻
还孵化了付费直播产品“乐刻直播
间”，满足学员在家健身的需求，进击

“云健身”市场。
另一方面，乐刻虽然已经有 500

家门店、覆盖了全国 8 个城市，但还
有更多城市和人群，尤其是村镇人
群，即使门店再“下沉”也无法覆盖
到。大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健身房，在
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却几乎是空白，这
样的城乡健身资源差距，靠线下无法
解决。

这个需求，“云健身”却能满足。
最近，有一件事在直播团队里传开
了：一个河北石家庄深泽县小直要村
的 30 岁二胎妈妈告诉客服，在看到
乐刻的直播前，她能接触到的健身，
只有广场舞，她对健身一无所知。但
看了直播，她第一次发现，原来还有
这么有趣、有效的锻炼方式。现在，
这个农村妈妈每天“云健身”，身体更
健康了。

“云健身”走红的背后，也拉近了
城乡健康生活的距离。

Vicky告诉记者，在杭州这样的
大城市，人们对健身教练这种职业都
非常认可、尊重，但在她的老家、在三
四线城市老一辈人的意识里，健身教
练不是什么“正经工作”，是“吃青春
饭”。

“他们一直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偏
见。直到我开始当‘云健身教练’，他
们去看了我的直播，也跟我一起练了
起来。”Vicky 说，前几天，她的舅舅
特意发来一条微信：以前不能理解你
的工作，看了你在直播时的状态，我
终于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了。“我
的家人们，终于认可了我的事业，这
在我心中分量很重。”

90后“金牌健身教练”沈月岑——

我在“云”上
教你练马甲线

本报记者 方臻子

鞋样设计师李雅雯——

个性梦想，足下生辉
本报记者 叶小西 石天星 刘 琨 通讯员 姜 瑜

李雅雯介绍马丁鞋的经典款。

扫一扫，看视频

扫一扫，看视频

④④

【人物名片】 李雅雯，1998年出生，从事鞋样设计。22岁的她，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鞋类设计与工
艺专业的学生，曾获得中国国际鞋类设计大赛铜奖，7月份将正式毕业。今年4月初，她被温州鞋密码有限
公司提前签约，成为鞋厂的鞋样设计师。

【人物名片】 “云健身教练”Vicky 沈月岑，1993 年出
生，乐刻健身内训师，国内小有名气的“尊巴”教练。她通过
网络为学员上健身课，“云健身”使得每个人都有更加平等地
享有运动健康、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资源和权利。

【人物名片】 “智慧社区”系统架构师陈恩华，1981 年出生，
浙江木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当地小有名气的“技术大咖”。

陈恩华在工作中。 本报记者 夏逸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