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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报培训班前
记得查一下
“甬信培”认证
海曙目前正在试运行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
员 池瑞辉）寒假即将来临，很多
家长又要选择校外培训机构给孩
子报班了，告诉大家一个新信息：
如果你报的是海曙区的培训机构，
请认准“甬信培”认证！甬信培，全
称“宁波市校外培训机构一站式服
务平台”，这是一个全省首创的“区
块链+教育”项目，海曙区作为宁波
市的试点，目前已开始试运行该平
台。

“给孩子报班，除了要考虑培
训效果好不好，还要担心所选的培
训机构会不会跑路，签订的合同里
有没有坑。”海曙的王女士选择了
家附近的一家英语培训机构，让她
放心的是，这家培训机构加入了

“甬信培”。她用手机扫了扫贴在
培训机构墙上的付款二维码，屏幕
上就跳出机构简介、办学资质、信
用等级、年检结果等多项信息。王
女士点击“前往购课”，随即出来一
份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
育局、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
合监制的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服务
合同，王女士通过平台就能完成电
子合同签订。平台还会在王女士
支付款项前提示：培训机构不得一
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
费用。

众所周知，培训机构恶意终止
办学，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等问
题，是教育培训行业的痛点和难
点。宁波市教育局决定建立由政
府部门、培训机构和家长三方共同
参与的风险防范机制，实现校外培
训机构工作的信息化管理，依托全
球领先的区块链平台而研发的宁
波首款可靠、高效的校外培训机构
一站式服务平台——甬信培，目前
已在海曙区试运行。

据介绍，海曙区共有323家拥
有办学许可证的培训机构，首批
入驻甬信培的培训机构已有近百
家，还有 200余家培训机构在陆
续进驻。该平台在海曙区试点的
基础上，将进一步完善，下一步将
在宁波全市部署推广。在此也提
醒广大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一
定要认准甬信培认证，通过甬信
培授权的铜牌上的专属二维码，
查看培训机构的相关信息后再进
行付费。

今年18岁的力华是一位“唐
宝”（对于唐氏综合征患者的昵
称），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鄞州
区青年公益创业实验园的小教
室里，为妈妈和几个朋友演奏非
洲鼓《你笑起来真好看》。冬日暖
阳从窗外照进来，为他打出了温
暖的背光。一曲终了，教室里响
起热烈的掌声，力华笑得腼腆而
自信。

力华的妈妈范女士告诉记者，
儿子在达敏学校上高二，平时生活

很独立。“我和先生工作都很忙，家
里还有个女儿。力华每天都能独
立上学，放学回来就开始准备晚
饭，此外还分担了洗碗、打扫卫生、
拿快递这些家务。这个年纪的男
生很多处于叛逆期，但力华却是个
小暖男。”说起儿子，范女士并不避
讳什么，她的乐观豁达也让儿子不
畏生人，乐于展现自己。

通过学校和社会公益机构的
培养，如今的力华已经掌握了烘
焙、烹饪、洗车等技能。尽管无法

和正常的厨师、技师相比，但是完
成普通的工作，对他来说已经没有
什么问题了。不过，一个现实问题
依旧摆在面前：如何实现就业？

范女士说儿子毕业已经近在
眼前了，如何找到一份适合他的
工作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我们
的想法很简单，一个让他能自食
其力的工作岗位，不用很高的薪
水，够他生活就好。但目前据我
们打听到的情况看来，能给到他
的机会并不多。”

上海一家温暖治愈的咖啡店火了

宁波这群“唐宝”也想
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熊掌咖啡店”

前阵子，上海一家用“熊爪”卖
咖啡的店火了。据悉，这家店由
几名残障人士经营，熊爪和出杯
的设计，源于他们身体条件受限
无法正常和顾客交流，希望用这
种方式带去暖心的服务。熊掌咖
啡店的走红，不仅是一个能勾起
人消费意愿的创意，在它背后还
有残障人士如何创业、如何接轨
社会的话题。而在宁波，也有一
群渴望拥有一个“熊掌咖啡店”来
实现自我价值的群体。

甬信培是个多赢、开放、融合的平台。

尽管随着我国的孕检筛查体
系越来越完善，唐氏患儿的出生
比例一直在快速下降，但对于已
出生的这个群体来说，随着年龄
的增长，就业成了一个“坎儿”。

“以往我们也接触过一些企
业，想为“唐宝”们搭建一个就业平
台。但实际情况是，‘唐宝’们在这
些岗位上能待的时间并不久，短的
几个月，长的一年多。在一次次被

‘收下’和‘退回’中，对‘唐宝’和他

们背后的家庭来说也是打击。”周
伟琴是鄞州柠檬树唐氏儿家长互
助中心的负责人，仅在该中心，拥
有技能且可以独立上岗的成年“唐
宝”就有20多名。目前中心正在
尝试开展直接对接就业的特色教
育，例如烘焙、洗车等，希望帮助

“唐宝”掌握一门谋生的手艺。
由华茂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彩

虹糖”也在开展“烘焙‘唐宝’的香甜
未来”项目，为200余名宁波范围内

唐氏综合征人群提供就业技能培
训及融合性活动的场所，帮助“唐
宝”们更加自信、阳光地融入社会。

当然，他们更期待的是有资
源的群体能提供一个固定场所，
让有技能的“唐宝”可以长期就
业。“我和几位‘唐宝’家长也看到
了上海熊掌咖啡的事，大家都觉
得这样的模式很好，给了残障人
士一个可以长期发挥自己能力的
平台。”周伟琴说。

事实上，成功的案例并不止
熊掌咖啡店。在深圳有一家名为

“喜憨儿”的洗车中心，发起人是
几位心智障碍患者的家长。中心
成立后，接收的员工也都是心智
障碍群体。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中心开出来之后生意一直不错，
现在已经有了分店。员工们不但
通过这份工作有了稳定的收入，
而且变得更加自信和乐观。

近几年，宁波也在积极建立名
为“阳光家园”的残疾人之家，希望
为智力、精神残疾人士提供避护中

心，在传授一些简单职业技能的同
时，为他们对接一些企业岗位。例
如鄞州区目前就已经成立25家阳
光家园，服务的460位智力、精神
障碍人士均为劳动年龄段。

“我们希望通过阳光家园牵
线，让这些残障人士能和企业签订
劳动合同，拿上最低保障工资并由
企业帮助他们缴纳五金。例如云
龙的一个阳光家园就通过这样的
模式，安排70多人找到了工作。
但更多残障人士只能在阳光之家
做一些简单的事，并不能拥有一份

真正的工作。”鄞州区残疾人社会
保障和教育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崔
红依表示，近几年，政协、人大都有
相关提案和议案，希望可以帮助解
决这一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能
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共同推
动解决像‘唐宝’一样的残障人士
的就业问题。”周伟琴说。

如果您也可提供一个属于“唐
宝”的“熊掌咖啡店”，或者有更好的
建议或意见，欢迎致电87777777
联系我们。对于此事，本报将持续
关注。 记者 黎莉

想要一个固定场所，以改变不时被“退回”的尴尬机构

有成功的案例，也希望社会力量能有参与政府

“唐宝”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烘焙技术。 受访者供图

位于上海永康路68号，距地铁
1/12号线陕西南路站7号口570米。

店员通过一个墙洞窗口和毛
茸茸的“熊爪”，将做好的咖啡从

“洞”中递出。可爱的小熊爪还会
对顾客“比耶”，送出玫瑰、握握手、
摸摸头等。这个特殊的服务萌翻
网友，咖啡店一时成为“网红”。

这家咖啡店采用无交互式的
购买体验，饮品单二维码挂在墙
上，任意款咖啡售价均为20元，顾
客可以自助扫码下单。

上海熊掌咖啡店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