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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梦甜

青蟹、对虾作为宁波最常见的

海鲜品种，鲜美的味道让人食欲大

开，一直是宁波市民餐桌上的一道

佳肴。不过，在沙漠中品尝新鲜的

对虾，想必很多人都没体验过。

把宁波人常吃的青蟹和对虾养

到沙漠里，宁海县一市镇成人学校校

长刘文斐是这项尝试的“始作俑者”。

甘肃省白银市位于甘肃省中

部，地处黄土高原和腾格里沙漠过

渡地带，位于河西走廊入口处，是

“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海拔

1275～3321米，年降水量110～352

毫米，年蒸发量2101毫米。因深受

盐碱侵害，白银市所辖的区域基本

上是国家级贫困区县。

宁海县一市镇位于三门湾，当

地养殖大户精湛的养殖技术，让三

门青蟹、三门对虾在全国享有美

誉。当地的青蟹更是连续三年获得

浙江省农博会金奖。

彼时，不少宁海人在甘肃开办

家具企业。原材料上涨、劳动力人

口下降……使得企业的利润被一再

压缩。一次偶然的机会，刘文斐从

那边的老乡口中了解到：白银到处

都是盐碱地，在那承包一亩土地只

要100元。“在宁海承包一亩土地要

4000元，白银温度高、气候干燥，正

适合青蟹和对虾养殖，如果能把青

蟹和对虾养到白银，不仅可以大大

降低成本，而且能带领那里的村民

发家致富。”一个念头在刘文斐脑中

闪现。

2017年，刘文斐带领考察团前

往甘肃省白银市沙漠地区考察海水

养殖项目的落地条件。考察团成员

均是一市镇的种养大户、农产品加

工企业与营销经纪人。4天时间，

考察团对兰州市皋兰县，白银市白

银区、靖远县、景泰县的近 10个乡

镇进行了考察，详细分析了当地的

水文、气象、土质等指标。种养大

户刘冬春当场表达了盐碱地治理

开发意向，计划第一期开发 3400

亩。为了确保项目成功落地，考察

团把考察点的水与沙土样本带回

宁海分析研究，并制定出了详细的

项目计划书。经研究，专家们发

现，相比于青蟹，对虾更适合在白

银养殖。

很快，白银有了新一批对虾养

殖户。针对这批新养殖户，刘文斐

联系专家，对其开展相关培训，还带

着专家去实地指导。考虑到当地交

通不便，将活虾运出去卖，运输成本

太高且不易存活，宁海的农产品加

工企业与营销经纪人直接把加工厂

搬到白银，将对虾就地加工后销往

全国各地。

如今，在白银，对虾的养殖面积

已经超过1000亩。“‘为农民增收致

富铺路、为农村生活和谐添彩、为成

校持续发展奠基’是宁海成校的办

学理念，‘推广一项技术、开发一个项

目、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是

学校的目标所在。”刘文斐期望，通

过输送海水养殖项目，将宁波人常

吃的对虾带到西北部地区，为当地

人民提供新的美食选择，帮助白银

打造特色农业项目，调整当地的农

业产业结构，助力沙漠地区百姓脱

贫致富，更为沙漠地区盐碱地治理

与开发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本报记者 胡梦甜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轨

道装备基地现场，项朝宏小心翼翼地

从巨型盾构机上拆下双梁行走机构。

“隧道掘进过程中，双梁行走机构的行

走轮从接缝处走过时发生震动，很容

易受损。”项朝宏一边细细检查着行走

轮外缘和内部轴承的损坏情况，一边

向记者讲解道。稚嫩的脸庞与娴熟的

技艺形成鲜明反差，眼前的小伙俨然

是“一把老手”。

项朝宏是宁波建设工程学校盾构

专业的一名高三学生，而他的另一个

身份是宏润集团的准员工。18岁的项

朝宏还没毕业，月收入已经有4000余

元，这在过去，项朝宏根本不敢想象。

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出师”，

宁波建设工程学校校长陈列脸上难掩

喜悦之情：为盾构企业培养紧缺专业

人才，这个3年前立下的目标，如今在

一点点变成现实。

巨大的人才缺口下萌生的小专业
从一支乡村工程队，到全国第一

家参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上市

企业，宏润集团这个从宁波走出去的

民营企业凭着创新和工匠精神完成了

一次次“脱胎换骨”，成为建筑行业的

主力军。

为了满足工程建设对盾构掘进机

的需求，宏润集团在上海枫泾投资3

亿元新建占地110亩的轨道装备基

地，可满足15台盾构掘进机同时入厂

检修。

然而，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却遭

遇了这样的尴尬：作为华东地区最大

的盾构掘进机维修保养4S店，居然招

不到有盾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技

术人员，企业出现人才告急的情形。

宏润集团和宁波建设工程学校有

着近20年的校企合作渊源。企业的

苦恼让陈列陷入了沉思。他当即成立

调研小组，深入建筑企业，走访行业专

家。这次调研，陈列发现了盾构机市

场巨大的人才需求：目前全国已批准

43个城市建设轨道交通。未来5~10

年，将迎来地铁发展高峰期，至2020

年，我国各类盾构机的市场需求预计

会在1000台左右，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的缺口将超过30万人。

然而，当下全国还没有一所中职

学校开办盾构专业，教育部颁发的《中

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中也没有

盾构专业的人才培养标准。

“虽然也有不少职业院校开设建

筑相关专业，但学校过于重视理论传

授，缺乏实践操作，导致学生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不强，企业在学校招到人

后，还要重新培训，费时费力。”宏润集

团轨道装备基地负责人俞茂益无奈地

说。“我们能不能探索建立一种能够满

足企业精准需求的合作机制？”陈列决

定做先行者。双方一拍即合，着手合

作开设盾构专业。

真正的工学交替、双主体育人
没有相应的课程、没有现成的教

材、没有专业的师资，学校专门组建了

一支由职教专家、行业专家、企业骨

干、专业教师组成的教学团队，前前后

后召开了数十次研讨会，深入分析盾

构专业岗位工作任务及技术技能要

求，明确就业岗位、培养目标、培养规

格和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将企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课程化、项目化。

遵循学徒培养规律，高一实行大

类招生，高二从建筑专业分流到盾构

专业的学生将经历四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体验期，通过3天的企业参观，

了解企业文化、工作环境；第二个阶

段是见习期，通过一个星期的见习，

深入了解盾构机的构造、企业工作的

日常；第三个阶段是轮岗期，在3个星

期时间里，学生将在电工、钳工等各

个岗位动态轮岗；第四个阶段是顶岗

实习期，在高三一年时间里，学生将

实现从学徒新手到岗位熟手的转变。

学生在企业期间，专业教师同时进驻

企业，协助企业师傅开展学徒培养。

经历了这四个阶段，“书生气”的

职校生逐渐蜕变成企业生产一线成熟

的技术工人。

在轨道装备基地，随处都能看到

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的学徒工。

2017级盾构班学生张益丰此时正在

经历第三个阶段的轮岗期。从最初完

全插不上手，到帮着师傅打下手，再到

可以独立完成一些简单的工作任务，

张益丰不断地成长。

“学与做相结合，来回交替，一些

抽象的概念在实践中很快就记住了，

一些工艺在操作中很容易就掌握

了。”张益丰说道，“除了专业技能，

就连细微的工具如何摆放、任务结束

后卫生如何打扫，师傅都会手把手

地教我们。”师傅的言传身教，使得

这个原本有些急性子的小伙沉稳了

许多。

在陈列看来，以往很多校企合作

的人才培养是“两张皮”，校内课程过

于重视学科体系的教育性，做不到职

业性；企业顶岗实践时体现了职业性，

却不能给予学生系统的实践训练，学

生成为廉价劳动力，无法实现教育性，

毕业时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欠

缺。而四个阶段的人才培养恰好解决

了这些难题。

为轨道交通行业培养更多的“特种兵”
还没毕业，项朝宏已经在宏润集

团拥有1年多工龄。得知学校开设了

盾构专业，在高二专业分流时，经双

向选择，他和另外16名学生成为该专

业的首批学生。如今，项朝宏已能独

立承担基本的盾构机维修工作。他

告诉记者，毕业后，他选择留在宏润

集团。

“从前输送到企业的毕业生往往

不能适应岗位需求，现在企业和学校

一起培养人才，这些学生到企业后很

快就能胜任自己的岗位。”俞茂益说

道，“将企业技术技能、工匠精神、先进

管理、创新文化等要素融入学校人才

培养全过程。职业院校的学生经过系

统培训后，一旦认同了企业文化，在职

业发展的路上进步飞快。”

初尝甜头的宏润集团，去年将一

台直径9米、长54米、重约350吨、原

价6500万元的宏润1号盾构机赠送

给学校，仅运送费和安装保养维修费

用就超过了200万元。

对于这样的“大手笔”，企业有自

己的考量。宏润集团总经理尹芳达

说：“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加快拓

展轨道交通、市政等市场，急需一批盾

构机专业技术人员，而要培养这样一

批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在课堂教学中

真正做到理实一体。”

如今，宏润1号盾构机成了学校

的“网红”。为了充分发挥它的教学功

能，学校将课堂搬到盾构机内进行现

场教学，企业技术人员定期来学校现

场授课。

“企业的需求就是学校人才培养

的方向，校企合作瞄准市场需求，共同

打造适用性人才，不仅提高了人才培

养的力度，而且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

展，这种双赢模式将为校企合作带来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陈列期待着，小

小的盾构专业能为轨道交通行业培养

更多的“特种兵”。

□本报通讯员 张锦花

一块橡皮，除了擦拭之外，它还能

衍生出什么功用？

在东阳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学生

邵晋蕊手中，橡皮成了艺术的载体，可

以“印刷”出各种各样的动漫人物。近

日，在东阳职教中心举行的“人人创作

赛”优秀项目评选中，高一计算机专业

动漫班女生邵晋蕊凭着两方橡皮章脱

颖而出，进入评委视域。

这两块橡皮章各有成人巴掌大小，

分别雕刻着一男一女两个动漫人物。

以印泥为染料，经过色彩配置后，印出

来的人物形象清新灵动。“比计算机绘

制出的动漫形象更脱俗，有种国画的美

感。”指导教师汤光尧评价说，邵晋蕊的

作品就像中国传统的版画。

邵晋蕊来自湖州，从小就是个动漫

迷。在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她和同学

去参观动漫展，看到了各种动漫产业的

衍生品，其中就有橡皮章。“在橡皮章

里，我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人物角色，就

买了一个回家。”邵晋蕊说，回家之后她

反复把玩，后来觉得别人可以创作，为

什么自己不可以？遂起了学习的念头。

受学习时间和空间限制，邵晋蕊没

办法向专业人士请教。她就上网搜索，

在贴吧里初步了解了橡皮章的制作方

法，又从淘宝网上购买了原料与工具，

偷偷地尝试起来。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橡皮章，创作

起来却很难。”邵晋蕊喜欢绘画，所有的

设计稿都由自己完成。但是没想到线

条流畅的设计稿经过刀具再加工后，变

得生硬呆滞。这种“适得其反”的结果，

让邵晋蕊很是郁闷。“有时候失去了耐

心，就把橡皮当成了发泄的对象，直接乱切。”她不好意

思地笑笑。有一段时间，邵晋蕊被沮丧、挫败的感觉困

扰，差点失去了坚持的动力。

幸好，邵晋蕊有着开明的父母，他们非常支持女儿

的兴趣。“为什么我总是把握不好力道，刻出来的东西总

是那么丑？”面对女儿的自我质疑，父母开导她：“有自己

的兴趣爱好是件好事，万事开头难，不要给自己太大的

压力，慢慢来总会做好的。”在父母的安慰下，邵晋蕊调

整了心态，开始有意识地训练自己的臂力、手力和刀工。

“橡皮太软，力道稍微大点儿就会刻残，所以学会控

制用力非常重要。”邵晋蕊说，别看橡皮很软，但要有意

识地控制手的力道，其实很费劲。刻得时间久了，胳膊

就会发酸，有时候甚至无法伸直。

一次次的尝试，逐渐由简至繁，邵晋蕊刀下的动漫

人物线条变得柔和流畅起来。中考前夕，她终于完成了

一幅作品，巨大的成就感无法言喻。但是中考在即，她

不得不收敛起这项爱好，复习迎考。“遗憾的是，中考成

绩不理想，在兴趣爱好与学业发展之间，我选择了动漫

专业。”在人生的转折点，邵晋蕊做出了抉择，来到了东

阳职教中心就读。

上学期，东阳职教中心首度开展“人人创作赛”活

动。在申报项目时，邵晋蕊想到了被搁置已久的这项爱

好。她用了差不多一星期时间，完成了这两件作品。“以

前的基础还在，所以创作起来并不费劲，而且细节的处

理也比较成功，这应该和专业学习有关吧。”技术的成熟

让她减少了对原料的损耗。“橡皮其实用得并不多，耗费

较大的是印泥，为了调配出理想的色彩，需要一遍遍地

尝试。”

同学们看到邵晋蕊的作品后，惊呼她不去学习木雕

简直是浪费手艺。“木雕也好，橡皮章也好，版画也好，技

法都是相通的，都需要一定的美术基础。”邵晋蕊说，这

次的“人人创作赛”让她明晰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决定以

学业为重，争取考上理想的大学，继续深造。

据悉，东阳职教中心依托专业特色、艺术教育、创业

创新、职业规划、自由选修课程等，组织学生开展“人人

创作赛”，作品涵盖工艺制作类、创意设计类、才艺展演

类、创意案例类等，做到人人有作品呈现。优秀作品予

以展示，并由创新工作室跟进完善，为中职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选拔做准备。

小专业的大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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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成校：把青蟹、对虾养到沙漠里

一
块
橡
皮
开
启
版
画
之
旅

在第100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湖州艺
术与设计学校工艺美术专业部70多名学生花费将
近4个小时，使用6箱粉笔，创作出了一幅360平方
米的超大幅地面粉笔画，献礼五四青年节。

（本报通讯员 李 平 杨斌英 摄）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长兴技师学院
的志愿者们来到长兴寓健颐养护理中心，给孩
子们读绘本。最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党员教师
单膝跪地，给躺在床上的特殊孩子讲故事。这
些特殊孩子因为身体和智力发展欠缺，只能常
年躺着。“我们也想让他们体验和普通孩子一
样听着爸爸妈妈讲故事慢慢入睡的感觉。”志
愿者邵佳韵说。

（本报通讯员 柏芸芸 摄）

为你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