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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实践“我为家乡代言”电商直播

宁波凉山籍学子
化身“带货主播”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任
骞 胡迪维)“布拖县地处高海拔，有许多高山无公害、
无污染产品。在我们直播间，就有天然散养土鸡蛋，
富含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蛋黄粘稠富有韧性。”“布
拖黑绵羊原生态放养，口感味道好，肉质细腻膻味
小，想要的小伙伴点击右下方购物车下单，数量有
限，拍完即止哦！”……7月24日中午12:00，“甬凉
携手 山海情深——‘我为家乡代言’电商直播”首站
走进四川凉山州布拖县。时值布拖举行彝族火把节，
3名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的凉山籍学生和1名宁
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通过甬上直播间，倾
情推广布拖特色农产品和旅游产品，带领大家在线

“云狂欢”。
直播短短两小时，在线观看人次2.13万，售出的

商品金额超3.8万元。

主播“花式”秀才艺
推介布拖的特产和美景

此次直播很特别，由宁波市教育局、凉山州教体
局、甬凉职业教育联盟主办，通过选拔凉山和宁波两
地优秀中高职学生，打造凉山州本土主播和宁波主
播团队，开展“我为家乡代言”电商直播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联合宁波3所中职院
校参与其中。

“布拖位于大凉山东南部，距离西昌州府110公
里。这里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中国彝族火把
节文化之乡。”在首场直播布拖专场，主播之一的吉
尔黑拉身穿彝族服饰，一脸骄傲地介绍着自己的家
乡。

吉尔黑拉是浙江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的高二
学生，来自四川凉山州布拖县的一个彝族脱贫家庭。
他是东西部协作宁波帮扶凉山后第一批到宁波中职
学校读书的大山里的孩子。

今年暑假，吉尔黑拉和其他9名同在宁波读书的
凉山同学来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直播基地，参
加了甬凉学生直播团队的培训。培训结束后，他回到
凉山成为“我为家乡代言”电商直播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的一员，通过电商直播销售家乡农特产品，推广家
乡的旅游景点。

另外两位主播，一个麻卡子铁，一个乃古么此
作，尽管都是第一次面对镜头，但也丝毫不怯场。“刚
上场的时候，有些紧张，多亏了小伙伴的帮助，让我
慢慢放松下来。”麻卡子铁说，团队成员为直播编排
了一些有趣的桥段，如试吃、唱歌等，在直播中“花
式”秀才艺，吸引更多人关注。

“造血式”帮扶
助力当地职业教育振兴

四川省凉山州是宁波的结对帮扶对象，三年来，
宁波市教育局始终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教育援凉的各
项工作，对如何培养好来宁波就读的凉山州学生倾
尽心力，“应接尽接、愿学尽学、想留尽留”，安排凉山
学生在11所中职学校的41个专业就读。

截至目前，宁波已先后接收560名凉山州学生
到宁波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对凉山职业教育开展“造
血式”帮扶。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通过“我为家乡代言”电商
直播活动，提升凉山学生职业能力，助力凉山产业发
展，发挥在智力扶持、教育帮扶上的组合作用，提高
宁波职业教育对凉山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电商直播专业教师团队
带领本校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前往四川凉山，与宁波
行知中等职业学校、宁波经贸学校、宁波市北仑职业
高级中学三所学校选拔出的凉山学生和带队教师会
合，组建成四个直播团队。

除了布拖专场，还有三场直播分别是7月26日
的盐源专场和西昌专场（7月28日12:00-14：00）、美
姑专场（7月30日10:00-12：00）,欢迎大家关注！

“成天摔摔打打的，像什么样子？孩子哪会有前途？”这是很多家长对摔跤队的看

法。去年9月，宁海县茶院乡中心小学的摔跤队刚开始组队时，也碰到了种种困难。但

是，就连校长都没想到，这支成立不到一年的队伍，在这个夏天参加的一场市级比赛上

摘获9金6银6铜。21名参赛队员，人人获奖！

7月26日，记者从宁海县教育局获悉，茶院乡中心小学在宁波市体育传统项目（训

练点）学校国际式摔跤比赛第一站中，获得团体第一名的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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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组队的过程并不容易。当时有很多家
长并不认同这项体育运动，尤其是女生的家长。他
们说：“成天摔摔打打的，像什么样子？孩子哪会有
前途？”为此，平老师和学校体育老师不厌其烦地打
电话解释，甚至登门家访，现身说法，用诚意捂热了
家长们的心，让他们看到了摔跤的作用和前景。最
终，学校组建成了一支30人左右的校摔跤队。

学校腾出一间教室，将蓝色的软垫铺满教室的
墙面和地面，教室内外张贴摔跤动作和摔跤项目的
介绍。就这样，供孩子们训练的摔跤馆算是有了。

平海燕说，山里孩子能吃苦，手脚磨破皮是
常事，从来不叫疼。从基本动作到要点技巧，示
范、演练、竞技，汗水和眼泪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女队员祁思涵在组队初期因为身体条件一
般并没有被选上。“我们每次训练，就趴在门口

看。看她这么喜欢，就把她招进来了。她学得很认
真，不怕疼，男孩子也敢摔。”平海燕说。这次比
赛，祁思涵“摔”出了冠军。

还有华俊淳，最近有点超重了，为了参加比
赛他一直在通过跑步控制体重。炎热的夏天，他
绕着学校操场一圈圈地跑，汗水浸湿了他的背。
比赛前一天，华俊淳中暑了，参赛途中还一直在
吐。“我们做教练的要对孩子的身体负责，我劝他
这次算了，身体要紧。但这孩子坚持要比，坚持打
了四场，很艰难地赢下来了，夺得冠军。”平海燕
说，“这些孩子挺让我感动的。”

没有正规的训练场地，就连比赛规则，都是
在比赛当天，平海燕到正规场地上才跟孩子们讲
的。从“菜鸟”到“冠军”，期待这支初出茅庐的乡
镇小学队伍走上更大的赛场，赛出自己的特色。

组队不到一年，人人“摔”出一块奖牌
这群乡村孩子在摔跤中成长

众多参赛队伍中，他们最年轻

近日，宁海县茶院乡中心小学摔跤队参加了
宁波市体育传统项目（训练点）学校国际式摔跤
比赛第一站。

随着裁判员的口令声响起，茶院乡中心小学的
运动健儿们按照平时训练的要点和技巧，直面强劲
的对手，奋力拼搏，斗智斗勇，不断试探对手，借机
寻求最好的进攻机会出击。“反圈夹颈背”“抱单臂
摔”“抱腰滚桥”“骑缠滚桥”……小队员们身体对抗
激烈凶悍，令评委们眼前一亮，观众们掌声连连。

在此次比赛中，宁海县茶院乡中心小学最终
以118的总分获得团体第一名，慈溪观海卫镇中
心小学以93.5的总分获得团体第二名，镇海区艺
术实验小学获得团体第三名。值得一提的是，茶
院乡中心小学的摔跤队成立不到一年，是此次比

赛中最年轻的一支队伍。
“我们聘请了专业的摔跤教练给孩子们上

课，并进行课后指导。”茶院乡中心小学校长李土
表示，摔跤队教练曾是国家队运动员，有了专业
的指导，孩子们学起来比较快，也可以最大限度
地避免受伤。

去年9月初，国家队退役运动员平海燕来到
茶院乡中心小学支教。当时，她结合自己的专业
特长，以及农村学校的地理特性，孩子良好的身
体素质，提出了组建校摔跤队的设想。这一提议
与校长李土一拍即合。“学校里很多孩子来自农
村，从小在田野里跑跳、打闹，上学之后也会有些
坐不住，有了摔跤队，也算给了他们一个释放天
性的地方。”李土说。

因家长反对，组队初期十分不易

在学校摔跤室，平海燕指导学生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