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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全国外经贸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办的全国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研讨会暨
首批示范校授牌仪式在杭州举行。全国共有27
所院校荣获首批全国跨境电商专业人才培养示
范校称号，其中，宁波有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万里学院三所高校
入选。

“这项荣誉肯定了宁波近几年在跨境电商领
域取得的成绩，标志着宁波高校在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方面走在了全国同类院校的前列。”全国跨
境电子商务产教联盟秘书长徐盈群说。

早在2011年，在原校内E商工作室基础上，
浙江工商职院就成立了宁波中小企业电子商务
外包服务基地，承接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代
运营项目。通过教师“引企驻校”，学生团队在老
师的指引下运营孵化跨境电商项目。迄今已承
接项目200多个，成功孵化电子商务项目180余
家，完成150多个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咨询项目，
为企业输送了1000多名高技能人才，其中创业
学生100多名。

2015年6月，宁波市教育局和宁波市商务委
员会先后授权浙江工商职院牵头组建宁波市电
子商务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和宁波市电子
商务学院。同年9月，学院在慈溪市崇寿镇e点
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基础上，与宁波市电商经济创

新园区、宁波U淘电商产业园区等知名电商产业
园区共建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截止目前，共有
7个批次、1000余名学生进入园区，以实际项目
为载体学习专业技能。

不仅如此，为集聚宁波市电子商务、跨境电
子商务智力资源，引领带动宁波电子商务专业和
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2016年4月，浙江工商
职院牵头成立了宁波市电子商务职教联盟，参与
宁波市各政府部门的电子商务政策制定及电子
商务推进工作。

近年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商学院
逐步建立了以孵化基地建设、精品教材开发、模
拟综合实训、创新创业实战、职业素养提升、实习
就业指导为主体的校企合作共建跨境电商人才
培养体系。

该校商学院院长张芝萍介绍，学校在现有实
训室的基础上，打造了移动电商、跨电综合实训、
跨电网络营销线实训室等全渠道跨境电商实训
中心。并与浙江吉吉加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宁波
耀升实业工具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建立了紧密
型校外实训基地，实现学生与企业岗位零距离接
轨。

近年来，该报学生在各类跨境电商比赛中屡
屡收获大奖。为企业、宁波市口岸办培训学员
500人/次。 吴彦 姚敏明 王国海

今年初，当众多高三学子还在全力备战高考
时，高三学生王家晔已经收到了来自牛津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此前，他还收到了美国前十强大学杜
克大学等名校抛出的橄榄枝。家有牛娃，王家晔
的妈妈也成了家长圈里的“红人”，亲朋好友纷纷
向她讨教养娃的秘诀。

“我们从小没给孩子太多的要求和压力，尤其
是学习方面。我都感觉自己是个假妈妈。”家晔的
妈妈是宁波二中的物理老师，和许多家长一样，也
是打小就给孩子报兴趣班，但只是抱着体验的心
态。

因为对篮球的狂热，初二暑期，父母允许家晔
参加了一次美国科比篮球夏令营，正是这次美国

之行成了人生的转折点。回国后，家晔对自己未
来的求学路有了初步规划，决定出国留学，父母也
很支持。

于是，一家人开始选择高中国际班为未来留
学做准备。中考时，家晔曾考进杭州外国语学校
剑桥国际高中的前10%，因为卢老师和先生都觉
得，青春期是孩子的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需要家
人的引导和相伴。经过再三考量，最终选择了宁
波的学校。

而为了提前了解和熟悉国外的大学，高一、高
二假期，家晔都会申请国外名校的夏校（夏季课
程，是一种以学为主的暑期游学方式）进行锻炼，
从申请、被拒、继续申请、成行，卢老师都鼓励家晔

自己独立完成。
经过一次次尝试挑战，家晔确定了未来的学

业方向。第一次夏校申请时，家晔本打算学习数
学专业。但在夏校一天天高强度学习实践的洗礼
下，他的学术兴趣不断迸发，开始逐渐审视自己学
习社科、文科的可能性。他通过广泛阅读各国历
史人文书籍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和人类社会发展变
迁，享受各种思维带来的碰撞；为了完成一个实地
调研, 刚从美国的夏校培训回国，又风尘仆仆从
宁波到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做学术调研……这一
切，17岁的少年全部自己独立联系完成。“我从孩
子身上看到了，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内因才是
坚持的最大动力。”卢老师说。

李玫瑾教授甬城传授“育儿经”
宁波妈妈线下实践——

少一点责备，多一点鼓励
少一些说教，多一些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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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很多问题是大人造就的，家长的问题若不调整，孩子的问题也调整不了。”上周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生导师
李玫瑾教授讲座的热度还未褪去，她的“育儿经”又在朋友圈呈刷屏之势。面对“亲子”“育儿”等时下热门话题，很多家长都感叹

“别人家的孩子”是怎么养的？最近，记者找到了两位“牛娃”妈妈，听她们讲述自家的“养娃记”，巧的是，这两位妈妈的育儿观，许
多都是李教授演讲里提到过的观点。

“我不会给你太多压力，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不会给你太多压力，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602班小学生叶澍宜，
笔名叫麦子，已经有7本童话书正式出版，成了校
园里的小明星。凑巧的是，她也出生于教师家庭，
妈妈是一名高中化学老师。

见到范老师时，她正在办公室忙着给学生答
疑。记者问道：“您也会经常陪女儿写作业吗？”范
老师说，一年级时陪过，后来发现麦子会很依赖
她，甚至会问接下来做什么，于是，慢慢就减少了
陪作业的次数。“这是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自己的
事。当然，培养习惯需要时间，不能光说教，得允
许孩子有个试错和修整过程。”她说。

生活中，范老师看起来更像麦子的姐姐，她们

无话不谈，母女谈话还经常被范老师分享在qq空
间或朋友圈，因为对话总是幽默又充满哲理，单位
同事送范老师雅号“范思哲”。

比起分数，范老师说，她更看中孩子内心的快
乐和成长。她会陪着麦子一起观察蚂蚁怎么觅食，
一起观看可可西里纪录片，并给予适当启发；会鼓
励麦子把迸出的奇思妙想记录下来，并告诉她很多
大科学家，都是因为突发奇想，后来改变了世界。

不经意间，这些经历萌发了麦子的创作灵感，
这7本书就记录了她人生第一个十年的故事。而
每一个故事，都有妈妈，有家人的影子。

麦子出书后，有点小忙，电台请她做节目，学

校请她分享写书心得。范老师却告诫麦子，作家
需要敏锐和深刻，你现在只是一个喜欢写故事的
人，但是，可以把自己的写作兴趣一直坚持下去。

范老师说，她没有特别预设过麦子的未来，因
为麦子只属于她自己。“我希望麦子以后拥有自由
的精神，公民的责任，独立思考的能力，她人生的
幸福之路掌握在自己的脚下。”

采访中，两位妈妈多次说起，自己的孩子其实
很普通，成功的标准也不是唯一的。孩子的兴趣、
智能优势和志向的重合点或许就是孩子人生的生
长点。作为家长，要去发现并呵护这个生长点，让
孩子走出幸福灿烂的人生。 吴彦 潘旭红

“我不会替你预设未来，因为你属于自己”

近日，大学园区图书馆来了一群江东实验
幼儿园的小娃娃，他们中的许多孩子是头一回
正儿八经地走进图书馆品味书香。在图书馆
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参观图书馆
的各个功能室，通过与“旺宝”机器人交流了解
借书流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激发孩子的阅
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吴彦 周洁琴 高伟 摄

小娃娃品味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