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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王卉

3天完成校区搬迁，支援新冠

肺炎防控定点医院用房，为抗“疫”

工作筑起坚实后盾；当企业向学校

提出用工需求时，学校不到4天时

间，就落实并派出312名顶岗实习

学生和22名实习指导教师为企业

服务；在停课不停学的日子里，学生

创文学、绘海报、做视频、书战歌，以

青春力量传递爱与关怀……庚子鼠

年，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温州

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师生积极

投入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这样的气场和担当来自于瓯海

职业中专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

“瓯·潮”文化。“文化是一种思想，一

种气质，一种底蕴，当高品位的文化

成为一种氛围，一种传统，一所学校

就有了灵魂。”这是校长刘胜早最初

的期待。植入“包容大度”的文化理

念，秉承瓯窑的“成人成器”内核，培

养勇立潮头、服务区域、推陈出新的

新时代匠人，近年来，瓯海职业中专

正是通过这样的价值引导，构筑起

自己独有的气质和灵魂。

追本溯源，架构“瓯·潮”文化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积淀

的过程，需要不断深化、创新。沿着

厚重的历史脉络，瓯海职业中专开

启了一场寻根之旅。

瓯海，位于浙江东南部，濒临东

海，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温瑞塘河

与瓯江相通，临江沿途有多个水闸，

开放水闸，小河流的水就涌入瓯

江。八百里瓯江奔流到东海，浩浩

荡荡。博览东海之气，聆听瓯江之

韵，浸润在水的柔情里，得天独厚的

“水环境”，孕育了瓯越人“包容大

度”的气质。这与学校对学生品质

的期待不谋而合。于是，在追溯

“瓯·潮”文化的缘起中，学校提炼出

“包容大度”的文化理念，不仅在育

人中包容接纳不同类型的学生，也

引导师生拥有“包容大度”的素养。

“瓯”的起源还有另一种说法，

“瓯”是器物。据资料记载“瓯”是一

种小盆、杯，饮茶或饮酒用，形为敞

口小碗式。远古时，今温州地域内

因大量生产这种叫“瓯”的器物，因

此取“瓯”字来给此地命名，当时烧

制各类陶瓷的窑址则称之为“瓯

窑”。学校多次探访瓯窑小镇，实地

考察千年瓯窑遗址和瓯窑制作工

厂，深入了解瓯窑的历史、特点、烧

制程序和工艺等。这些独有的瓯器

发源于温州，成熟于温州，凝聚了古

代温州人的聪明智慧和高超技艺。

“把传统瓯文化传承好，让更多人了

解这段辉煌历史，是瓯职人不可推

卸的责任。”刘胜早说。学校从瓯窑

文化中提炼了“成人成器”的文化理

念，在做好瓯文化传承的同时，把瓯

窑的制作理念与精神纳入校园文

化，打造具有工匠精神的职业人。

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

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提倡事功

之学的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人影响

深远。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的功

利主义思想宗旨是经世致用，他提

出：“读书不知接统绪，虽多无益也；

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笃行

而不合于大义，虽高无益也；立志而

不存于忧世，虽仁无益也。”在叶适

看来，为人做事必须有益于世。在

刘胜早看来，这尤其符合职业学校

的特点，职业学校培育的学生要能

为区域经济服务，有益于世。于是，

学校又提出了“益世致新”的文化内

涵，旨在培养勇立潮头、服务区域、

推陈出新的职业人。

“包容大度、成人成器、益世致

新”的文化内涵正是在这样的反复

调研、摸索中渐渐丰盈。在此基础

上，瓯海职业中专全面架构“瓯·潮”

文化体系，精心设计“瓯·潮”主题景

观，建设开发“瓯·潮”文化课程。

润物无声，在环境浸润中渗透
“瓯·潮”文化

步入瓯海职业中专校门，一块

刻着“尚德致用”4个大字的文化石

格外醒目，浓缩了“瓯·潮”文化的深

刻内涵。漫步在校园里，由外至内、

由表及里，“瓯·潮”文化烙印在学校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中。

“瓯·潮”文化的落地生根，需要

以物质环境建设为依托，只有做到

让每一堵墙、每一幢楼都“说话”，才

有可能由外而内地熏陶人。为了让

无形的“瓯·潮”文化变有形，学校从

硬件入手，对校园环境进行文化设

计。学校建立了“一体三轨”的学校

文化体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主体，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

工匠精神，建设3个系统，重新编制

视觉形象（VI）手册，

重塑行为文化系统，

全面建立学校形象

识别系统。

学校重新设计

了 校 标 和 视 觉 形

象。在刘胜早看来，

文化标识的改变，不

仅仅是学校办学精

神的一种体现与追

求，更突显了瓯海职

业中专技能型人才

培养的特色。

以“瓯·潮”主题

广场为中心，学校被

划分为五大区域，分

别为瓯匠东部（实训

区域）、瓯馨中部（学

习生活区域）、瓯韵西部（休闲区

域）、瓯风南部（校训校风等展示区

域）、瓯彩北部（运动区域），取谐音

“匠心孕风采”之意。这样的布局，

符合学校整体文化架构，又自然形

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学校文化环境的主题表达，需

要合适的载体。雕塑，是一种很好

的选择。因为雕塑有形象、有意境、

有启迪，有着文化内涵的深意。”刘

胜早说。带着这样的思考，学校专

门邀请城市雕塑大师徐志通打造

“瓯·潮”文化主题场景，设计了一系

列“瓯·潮”主题雕塑。

学校还在“瓯·潮”文化广场周

围建起“瓯匠大师”名人走廊、“瓯·

潮”名优教师走廊、“瓯·潮”工匠文

化走廊、企业文化长廊、优秀毕业生

走廊、“瓯·潮”主题文化橱窗等，在

潜移默化之中，将“瓯·潮”文化渗透

到师生的每一个细胞。如今，这些

地方都成了学生的打卡点。

身体力行，以行动内化“瓯·潮”
文化

看瓯剧，做瓯菜，赏瓯窑，织瓯

绣……这是瓯海职业中专的“瓯·

潮”文化体验课。每次选课，这些课

程都成了深受学生欢迎的“爆款”。

学生在学校学习的技能也许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的更迭渐渐不

再使用，但沉淀下来的文化却会历久

弥新，给学生以深远的影响。如何让

“瓯·潮”文化内化于师生心中？学校

为此构建了一整套行动系统。

要使“瓯·潮”文化落地生根，必

须加强“瓯·潮”校本课程的文化研

究，让文化进课程。为此，学校组建

课程开发专项小组，共开发完成11

门课程，这11门课程分为“瓯”课程

与“潮”课程两大类，据此开展不同

的主题活动。基于“瓯”文化开发的

“瓯”系列课程包括瓯绣服饰设计与

工艺、飨瓯之馐——瓯菜常见热菜

技艺、瓯剧集锦、瓯菜纵横录、节令

醇香——温州节令饮食与传统名

食。基于专业技能开发的“潮”系列

课程包括汽车营销商务礼仪实训教

程、Sketch Up 3D建模、手作—饰

品设计与制作、电梯典型故障检修

实训、职场PPT实用技巧、学做职

场“物流人”。

《瓯剧集锦》是该校文化艺术部

教师徐春梅负责的科研团队开发的

校本教材。谈及教材开发的初衷，

徐春梅这样说道：“以经典瓯剧剧目

为线索，透过剧本挖掘剧本背后瓯

剧著名艺术家的故事，学生在欣赏

剧目的过程中，不仅能了解瓯剧著

名艺术家的经历，还能感受艺术家

的工匠精神,领悟瓯文化之美。”

不仅如此，学校还把大师请进

校园，设立大师工作室。瓯海职业

中专与温州瓯绣研究所共同搭建瓯

绣大师工作室，将民族传统文化及

技艺通过非遗大师向学生传授，使

得学生既能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技艺，又能将其运用到创新设

计现代时尚产品中。瓯剧大师工作

室得到瓯剧艺术研究院蔡晓秋、方

汝将、胡涛、薛清等名家的大力支

持，瓯剧新生代优秀演员吴鑫更是

亲临授课，手把手地对该校瓯剧社

学生进行强化训练，学生们从最初

的动作、唱腔模仿逐渐进入了真情

演戏，慢慢领悟到瓯剧的精髓……

“文是注入精神，化是变为行动，

‘瓯·潮’文化只有从意识层面、精神

层面转化为师生的行动，才能真正

打造出根植区域特色的中职校园文

化品牌。”刘胜早说。 （AD）

□本报记者 胡梦甜

虽然已是6月下旬，国际贸易

专业的职校毕业生李魏揣着简历，

仍在观望之中。原本到外贸公司工

作是他和班里大多数同学的选择，

然而疫情之下，外贸行业受到严重

冲击，这也给他找工作增加了难度。

“年年都说就业难，但当真的

‘最难就业季’来临时，学生、学校都

有些猝不及防。”这不仅是摆在李魏

面前的难题，也是众多职业院校必

须迈过的坎。

今年，浙江省中职毕业生预计为

17.66万人，高职毕业生预计为13.89

万人。受疫情影响，职校毕业季的节

奏被打乱。已签下的就业协议变得

不那么确定，原本寄予厚望的春招搬

到了线上，升级了已然严峻的就业形

势。这一切不仅仅发生在职校毕业

生身上，处在招聘就业关口的校企双

方也倍感压力。这届职校毕业生的

就业面临哪些新挑战？职校又该

如何“破题”？记者对此进行了深

入采访。

疫情给职校生就业带来诸多“变数”
自2月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出

台了促进毕业生就业的系列举措，

各职校、企业也纷纷上线各种类型

的“云招聘”。“从这段时间的运行情

况来看，收效还不够明显。面对疫

情，不论是企业还是毕业生，都显得

尤为小心，处于观望状态。”全国人

大代表、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院长郑

亚莉不无感慨地说道。

疫情来袭，中小企业生产经营

困难加剧，市场需求下降，很多企业

直接减少或停止了用人招聘计划，

给今年的应届毕业生求职蒙上了一

层阴影，他们要面临的将是更严峻

的就业形势。除此以外，受疫情影

响，企业无法如期在校园进行宣讲

和现场招聘。很多职校生的顶岗实

习，也因企业复工晚，推迟或缩短了

时间。这对职校生而言，无疑是雪

上加霜。

“职业院校大部分专业实操性

强，仅仅通过‘云见面’‘云洽谈’，学

生很难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企业

对学生的认识也有限，签约率和往

年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一位职校教

师这样说道。

一边是找工作的方式受阻，另

一边是用人单位招聘缩水，职校毕

业生在求职中难免会有情绪波动。

“有压力！”“太难了！”……这是采访

中记者听到最多的回答。面对特殊

的就业形势，也有不少学生从就业

大军中抽身，选择了“升学”这条路，

这与国家明确提出今年“专升本”扩

招、高职院校再扩招不无关系。但

在郑亚莉看来，扩招对解决就业问

题仍然是杯水车薪。以“专升本”扩

招为例，去年浙江省“专升本”招生

计划数为 14622 人，今年扩招至

28110人，看似招生规模翻了近一

番，但相较于今年13.89万名高职毕

业生来看，毕业生就业工作仍面临

巨大挑战。

校企协同增强就业“免疫力”
“我已顺利拿到奇安信公司的

录用信，就等入职手续办理通知

了。”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网络技术专

业应届毕业生吴昌强兴奋地给教师

报喜。“我们是环卫行业企业，疫情

期间，感谢温职院及时给我们输送

了 3 名优秀毕业生，助力我们复

工。”另一边，浙江始祖鸟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给学

校发来感谢信。

“可以说是举全校之力为毕业

生提供服务。”温职院院长方益权

说。针对就业或预就业毕业生，学

校开展线上简历诊断活动，设计实

习就业申请和线上审批流程，面向

全省高职毕业生推出毕业生网络求

职“技”线上指导课，丰富学生线上

求职经验。

同时，为全面了解企业用工需

求，温职院招生就业处主动对接温

州各市、县人社局或人才中心，通过

电话、微信逐一联系深度合作用人

单位、重点民生企业等。对于用人

急需企业和重点企业，学校和企业

一同设计特殊时期人才推荐方案、

研究可行性渠道。

“扎实的校企合作根基换来毕

业生的‘好就业’。”这是诸暨市职

业教育中心校长周洁人在此次疫

情中最深的感悟。截至6月，该校

农林类毕业生已全部定向签单。

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及区域优

势，构建了园林技术、香榧栽培、园

林建筑融合工程专业群，与园林市

政类及香榧企业深度合作，开展识

岗、习岗、跟岗、顶岗实践，探索“互

联网+”“农业+”“专业+”模式，培

养新型农民。“毕业生要‘嫁’出去，

‘嫁’得好，必须走‘童养媳’模式。

专业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所需人

才匹配度越高，学生就业就越抢

手，学生发展前景就越开阔。”周洁

人说。

虽然在此次疫情中，餐饮、旅游

行业遭受重创，但绍兴财经旅游学

校旅游服务类专业毕业生依然保持

着良好的就业态势。3月底，学校通

过实地走访、电话访问和微信交流

等形式对富丽华酒店、金永泰酒店

等联盟企业的用工需求作了仔细调

研。精准的调研为学生进行专业对

口的实习和就业打下基础，同时也

提高了企业用工的匹配度。“大的经

济环境一定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但

职校生有着天然的优势。”该校校长

鲁伟民说道，“长期以来，学校与诸

多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

复工复产面临诸多难题的特殊时

期，恰恰是职校毕业生为企业解了

燃眉之急。”

新兴产业招聘需求逆势增长
张依琳是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电商专业的大一学生，她和另外7

名同学在淘宝、抖音、拼多多等平台

开设了多家网店，销售丝袜、丝巾、面

膜等日用品。“我们的流量还是不错

的，像这家丝袜店，每天8小时，2~3

人不间断直播，平均一天销售额在3

万元左右。”张依琳说道。她身边不

少同学已早早地被企业预定。

义乌工商职院电商专业负责人

邱阳深刻感受到了电商蓬勃发展的

巨大能量，“不少企业都打电话来要

人，毕业生供不应求，甚至一些大一、

大二的实习主播也成了香饽饽”。

疫情之下，新兴产业的招聘需求

在低迷的招聘市场中异军突起。

BOSS直聘发布的《2020应届生春

招求职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春招

季，战略新兴行业中面向应届毕业生

的岗位规模较去年同期普遍提高了

1~5个百分点，应届毕业生岗位占比

也高于全行业均值。春节之后，机械

制造业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需求逆

势增长，涨幅高达19.4%。

诚如郑亚莉所言：“变局带来了

新机遇、新需求、新市场。疫情期

间，新经济成为亮点，绝大多数互联

网企业，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云服务

等新业态的发展，不但没受影响，反

而拓展了发展空间，给毕业生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

“职业教育办学的宗旨是为地

方经济服务，新经济、新业态呈现的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启发职校

要瞄准未来的市场需求去培养人。”

在周洁人看来，在我国从“制造大

国”向“智造大国”转型、迫切需要高

技能人才加入的背景下，即便是短

期受疫情所扰，仍应对职校毕业生

就业形势充满信心。

温岭温峤成技校：

助力“云上广交会”

本报讯（通讯员 王双双）近日，为助力“云上广交会”，温岭市

温峤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组织了一场特别的培训。温峤镇广交会

参会企业及意向直播带货企业的负责人、销售主播、主播助理均参

加了此次培训。

据悉，因疫情原因，电商直播迎来爆发式增长，正逐渐成为带动

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此次广交会首次改为线上直播交易模式，这

对企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挑战。为帮助企业做好线上广交

会直播工作，孵化一批网红品牌，培养一批网红带货达人，营造浓厚

的直播电商发展氛围，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温峤镇成技校组

织了这场培训。

此次培训会为学员带来了丰富的直播带货“大餐”，课程内容包

括直播方案梳理软件教学、广交会网上直播流程设计、直播主持销

售人员表达训练、直播设备的选择及直播实操训练等。欧港鞋业主

播江琦兴奋地说道：“这次培训让我受益匪浅，我现在更有信心备战

‘云上广交会’了。”温峤成技校校长赵子平表示，此次培训是学校服

务企业的一大创举，将有效帮助参会企业更好地利用广交会直播平

台拓市场、抢订单、稳外贸，助推企业营销转型升级。

疫情之下，遭遇“史上最难就业季”

职校生如何突围

基质搅拌、基质装盘、移栽、苗木扦插、浇水……近日，江山
中等专业学校智慧农业馆内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
园林专业学生用两节课的时间完成了 200多株夏堇的扦插。
“作为职业学校，要上好劳动课，除了让学生走向田间地头，还
可以将专业教学与劳动教育有机结合。”校长徐凌志说。为此，
学校实行“1+1”的课堂教育，即“一项专业技能+一次劳动体
验”，充分运用职业学校的资源优势，将专业技能与职业岗位紧
密衔接，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和劳动习惯，渗透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劳动素养。

（本报通讯员 徐丽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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