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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臂翻转飞舞，焊接车间里火花四

溅。一顶蓝色安全帽下，一双眼睛紧紧凝视

操作台，一丝不苟地检查前壁板零件是否完

好。脱下安全帽，口罩之下是一张略显稚嫩

的脸。眼前这名一线技工叫谢彬彬，出生于

2002 年，是重庆电讯职业学院大三学生，即将

在 6 月毕业的他，已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两江工厂实习了半年多，并如愿签署

了就业三方协议。

新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专业更新幅度超

过 70%、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数量年均增

长8.6％……十年来，国家大力支持职业教育发

展，越来越多的“Z世代”工匠凭借扎实的技能，

在就业市场上受到青睐。

三年成长找到发展方向
连续三年取得甲等助学金、从困难学生变

身一线技工、表现突出被国企提前签约……这

样的“好事”是三年前的谢彬彬完全不敢想象

的。“高考成绩不佳加上家里突发变故，当时我

对自己的未来没什么信心。”谢彬彬梳理着被安

全帽压塌的头发，腼腆地笑着说道。

三年前，谢彬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第

一次认真考虑自己的未来。这个不善言辞的

大男孩不擅长文化课，却对动手实践很感兴

趣。几经考量，他选择了汽车检测与维修技

术专业。

入校后，复杂的整车构造、千头万绪的故

障分析和严格的实训课程让谢彬彬体会到掌

握一门技术并不简单。“确实迷茫过，不知道

自己的优势在哪。”谢彬彬说。直到大二时，

一场为期三个月的一线实践让谢彬彬第一次

直观地看到现代化大工厂的工作模式。“酷炫

的自动化设备、先进的制造模式和现代工匠

精神，这些都是学校里很难看见的。”谢彬彬

说，现代工人不再像以往那样“灰头土脸”，而

是既需要精湛技术，也需要创新能力。谢彬

彬逐渐找到自己的方向——成为一线实践岗

位的优秀技术人才。

以一技之长展现青春力量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杨洁告诉

记者，产教融合让学生找准职业定位，更快融入

工作。与此同时，新职业教育法的实施落地，也

为技能人才创造了更加公平透明的就业环境，

学生们在就业市场底气更足了。

通过刻苦的实训练习和一线实习工作，谢

彬彬在招聘季脱颖而出。如今，他在长安工厂

的平均月薪为 5000 多元，最高月薪可达 9000
元。“很庆幸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就业赛道，我

的下一个目标，是在年底考上长安汽车的‘高级

技工’。”谢彬彬说。

数据显示，近三年来，重庆电讯职业学院毕业

生平均毕业去向落实率达 98%，专业对口率达

70%。如今，更多像谢彬彬一样的“Z世代”工匠走

入生产实践一线，以自己的一技之长展现青春力

量。职业教育，给了他们另一条通往梦想的道路。

在大别山革命老区金寨，“红”是底色，

“绿”是振兴。皖西大别山腹地的千峰叠翠间，

一条盘山公路如同银链，串起散落山间的“红”

“绿”珍宝。这条全长八百里的中国红岭公路，

五年前曾是安徽金寨境内的一条老县道，基础

设施落后，沿线乡镇散点分布。近年来，金寨

以推进全域旅游为抓手，实施红岭公路改造提

升项目，将红色人文景点和绿色自然景观串联

成线，让一大批老区景点“重获新生”，带动老

区旅游强势“出圈”。

老区景点“重获新生”
位于鄂、皖两省交界处的斑竹园镇，曾是立夏

节起义会师地，也是红色经典歌曲《八月桂花遍地

开》的诞生地。和大多数老区乡镇一样，交通闭塞

曾是制约斑竹园镇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农产品

出不去，外面人进不来，发展旅游更是无从谈起。

红岭公路的改造如同一把开启旅游业的

“金钥匙”。2018 年起，金寨县编制规划，历时

一年半时间，投入5亿元资金，将老县道进行风

景道改造，打通全县23个乡镇的县乡道路和通

村入组道路。斑竹园镇乘势而为，依托得天独

厚的红色资源，保护开发革命遗址、修建红军主

题步道、建立红色教育传承示范基地，将“红色”

主题游和“绿色”乡村旅游相结合，让这里成为

远近闻名的小镇。

重走红军路、唱红军歌、吃红军饭，如今斑

竹园镇成了红岭公路上一个亮点，许多游客慕

名而来。“仅2021年，小镇接待游客量就高达40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780万元。”斑竹园镇党委

书记杨海涛介绍。

旅游新业态、新场景兴起
从老区县道变身“产业道”，红岭公路以

“路”带“路”，更多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兴

起。汤家汇镇是红岭公路沿线打卡必到之处。

走进“红军街”，目光所至，除了极具时代印记的

红色元素，还汇聚了32家电商创客小店。

2017年起，汤家汇镇对镇内濒危革命遗址

进行抢救维护，同时丰富旅游业态，将红色旅游

与农村电商融合。“游客在这里既有得玩，又有

得买。”汤家汇镇党委宣传委员何旭介绍，目前

全镇电商微商已发展到 400多家，全年旅游电

商收入近5000万元。

沿路行至果子园乡双峰寨附近，滑翔伞从

山间缓缓飘下。这里是空军航空兵第四师首任

师长方子翼将军的家乡，方子翼将军是红军历

史上第一批飞上蓝天的飞行员。而今，“90后”

滑翔伞爱好者袁圆在这里建起全县第一家滑翔

伞飞行训练基地，越来越多游客特意自驾来此

体验，换个角度纵览青山。

尽管刚起步，去年基地就接待游客上千人

次。“大别山区发展旅游项目，既要考虑经济效

益，更要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袁圆看来，滑翔

伞、攀岩等新兴体验式运动，既“低碳”，也能为

“生态游”带来新的增长点。

红岭公路沿线，“美丽经济”更热，百姓口袋

更“鼓”。曾经窝在山坳坳里的花石乡大湾村依

托青山绿水和红色文化，2021年实现旅游收入

达 2000万元。“去年我们日均入住率超 60%，节

假日基本满房，现在我们通过直播平台向外推

介红色传统文化和特色山货。”返乡创业的罗从

俊在斑竹园镇开办民宿，带动群众就业，尽管受

疫情影响，但他发展的信心没有受挫。

疾驰于八百里金寨中国红岭公路，“红旅

融合”正成为推动大别山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

“主力军”。2020 年，金寨县入选第二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2021年，全县红色旅游综合

收入达 13.67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了近 310%。

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我们

将继续立足县域旅游资源，双向发力，推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选择不一样的赛道，收获一样的精彩——

“Z世代”工匠走入生产实践一线

“我没走出大山，但我一直努

力做你们的翅膀，帮你们飞出大

山。”“六一”儿童节之际，在太行山

区山西省壶关县鹅屋寄宿制小学，

59岁的王相勤走上讲台，为师生们

上了一堂特殊的思政课。

“明年4月我就要退休了，这是

我陪你们度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

了。我是如此的珍惜与不舍，我热爱

这个岗位，我一直希望燃烧自己照亮

你们，让你们走出大山。”头发花白的

王相勤特意穿了一件白衬衫。

王相勤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深知太行山人的不易。从 16 岁执

教开始，他用43年的时间诠释奉献

的意义。太行山山高沟深，触目所

及满是巍峨的峭壁和嶙峋的山石，

王相勤的脚步却没有停歇。不论

是海拔1400米的山顶小学，还是山

脚下破庙里的临时教学点，都曾传

出王相勤带领孩子们读书的声音。

王相勤时常回忆自己最初当老

师的样子：瘦弱的身子只比高年级

学生高半头。从一个孩子成长为

一名教师，他用了半年多时间。“一

个老师就是一所学校，等你做饭不

再夹生、上课没人旷课、睡觉不再

感到孤独，那便是一个合格的山村

小学老师了。”他说。在农村当小学

老师不仅要教学生知识，还得照顾

孩子们的生活起居，王相勤的诀窍

是身上常备药品。“哪个孩子小时候

没有头疼脑热，常年下来，我也算半

个大夫了。”王相勤说。

王相勤是语文老师，虽然自己

起点不高，但让他自豪的是，得到

了广大师生的认可。执教半生，他

的学生几乎遍布壶关县太行山的

每个角落。“全乡镇的小学基本上

我都教过，哪里缺人我就去哪里。”

王相勤说。

为了更好地教书育人，王相勤

一直没有停下过学习的脚步。他

通过函授拿到了高中、大专、本科

文凭，成为一名符合现代化教学要

求的小学语文老师。“只是教孩子

们认识几个字是不够的，他们需要

更多的本领，才能更有竞争力。”

这个“六一”儿童节，他为同事

和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堂思政

课。他希望把自己从教 43 年的心

得传递给同事们，也希望学生们竖

起理想的风帆……“这是王老师送

给我们的最后一份‘六一’儿童节

礼物，他的心意我们懂了！”一年级

语文老师王小芳说。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阳光下

轻轻唱着歌，看我们幸福的生活，

像花儿五彩的颜色……”歌声流

转，欢快悦耳，34 名孩子穿着红色

校服齐声歌唱，随着节拍律动，仿

佛风里摇曳的花朵。这里是黑龙

江省安达市任民镇中心学校——

一所普通的乡村学校。2019 年，

“90后”音乐教师李平、张雨来学校

工作不久，听到一个孩子唱歌特别

好，不想浪费这样的音乐天赋，于

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一个小

分队——在午休时教孩子们唱歌，

取名为“村里的孩儿”。

起初，他们从各班挑选资质不

错的孩子，为每个孩子单独选歌、单

独训练。后来，歌声传到操场，越来

越多孩子好奇，就趴在教室窗边看，

跃跃欲试也想加入。就这样，从 10
人拓展到30多人，变成了合唱。

从乡村学校的音乐教室，走上

安达市春节联欢晚会，再到中央电

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对于14岁

的刘鑫悦来说，仿佛是一场梦，实

现了从村里娃到“音乐公主”的蜕

变；鲁雨珊的姥姥在快手上看到合

唱班的视频，鼓励她跟着去学，她

很快融入进来，变得更加开朗；二

年级的李施恩是班里年龄最小的

孩子，很有天赋，唱歌时把丸子头

扎起，像个小精灵；张靖涵很喜欢

音乐，跟着合唱团练了三年，总是

陶醉其中……

“每个孩子背后都有自己的故

事，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

还有的父母离异。”张雨说，音乐给

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在这里放松，

也变得自信、阳光、快乐，这就是音

乐的意义。慢慢地，两个老师和 34
个孩子成了一个相亲相爱的整

体。 孩子们喜欢流行歌曲，但有

些歌曲的歌词不适合孩子演唱，两

名年轻教师就重新填词，填上热爱

家乡、热爱祖国、热爱学习的充满正

能量的歌词，教给孩子们。

“音乐像是有魔法，把孩子们

都点亮了，笑容里有了发自内心的

喜悦。”陈昕在安达市教育局工作，

这些年多次来学校。她发现，之前

孩子们比较羞涩，在学完音乐之后

变化很大，对学习的兴趣更浓厚

了，甚至有厌学、想要辍学的孩子

开始依恋校园。

电吉他、架子鼓、非洲鼓……

如今，在学校专门为孩子们重新装

修的音乐教室里，摆放着很多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捐赠的乐器。任民

镇中心学校校长王文宪说，学校会

继续加大投入，购进音响和录音设

备，建一个录音棚，让孩子们的歌

声传得更远，让“在这里上学的孩

子是幸福的”。

“收菜籽哟，收菜籽咧。”田里的油菜几天前

刚刚结束收割，位于洞庭湖腹地的湖南省常德市

安乡县的村庄里，收购油菜籽的经纪人们就开着

机动三轮车走乡串户，喇叭里传来阵阵吆喝声。

安乡是湖南油菜种植大县，全县除了63.2万

亩常规面积外，洞庭湖和澧水河在枯水期“落水

为洲”的区域，也被勤劳的人们利用起来，种植了

数万亩油菜。这里的农民几乎家家户户种油菜，

而且有着稻油、棉油、豆油等不同种植模式。

“今年油菜籽的品质和价格很好，每斤能卖

3.15元，比去年高了两毛多。”安乡县大鲸港镇

羌口村63岁的村民黄兴明说，这一季油菜种子

是县里免费发放的抗病性更强的新品种，比往

年少打 3 次药，这两项就节省了几百元成本。

黄兴明前两天刚把自家 3000 多斤油菜籽交给

经纪人，卖了一万多元。

“最近几年，湖南省的油菜品种越来越丰

富，可以满足不同的种植需求。”大鲸港镇安庆

村的叶虬是远近闻名的油菜种植大户，种植面

积接近一万亩。叶虬告诉记者，他根据实际种

植了不同品种：花期和成熟期集中、适宜机械化

收割的品种，每亩能比过去节约 300元人工费

用；出油率更高的品种，每亩能多产出 50元的

效益；还有前期产油菜薹、后期收油菜籽的菜油

两用型油菜，如果打理得好，光油菜薹的收益就

能达到每亩300元。

受国际市场影响，今年国内油菜籽需求旺

盛、价格走高。记者采访时，叶虬不断接到订货

电话，既有大型油脂企业，也有小作坊老板。“往

年100斤油菜籽的价格，最低的时候还不到250
元，今年310元起步。”叶虬说，为此他不仅新建

了一个2000立方米的冷库，还特意对油菜籽进

行精选，烘干好之后包装成百斤装的独立袋。

尽管每斤售价多了 0.3元，但依然供不应求，一

些外地老板甚至到安乡“组团购买”。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2021年全省夏收

油菜面积 2027.3 万亩，秋冬种油菜面积 2130.8
万亩，低芥酸、低硫苷的“双低”油菜品种覆盖率

超过98%，今年全省扩大种植面积约100万亩。

作为油菜生产大县，安乡县通过品种示范、

技术培训、高产创建等措施，实现全县“双低”油

菜100%覆盖，在水田大力推广全程机械化生产

技术，在旱地大力推广免耕直播栽培、机防、机

收技术，积极与湖南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协作，

引进一批优质菜油两用油菜品种，并探索机播、

机采技术，提高油菜综合种植效益。安乡县农

业农村局统计，今年全县油菜籽平均亩产达到

135公斤，比去年高10公斤。

“1990年2月，我来到江西省博

物馆。修复专家们的天工妙手让

我逐渐恢复了昔日风采，但那颗丢

失的獠牙却成了我心中最大的遗

憾：难道我要一直当只‘缺牙’虎

吗？”6月1日上午，10岁的王程祺化

身为憨态可掬的“小鸟虎”，带领观

众参观当天开展的“寻·虎——小

鸟虎儿童主题展”。

“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江西省

博物馆精心打造了首个儿童主题

展，选取了镇馆之宝商代伏鸟双尾

青铜虎作为主题展的核心展品。”江

西省博物馆馆长叶蓉介绍说，“小鸟

虎”因“双尾曲卷、背伏小鸟”的独特

造型而得名。它1989年出土于江西

新干大洋洲商墓，通长53.5厘米、通

高 25.5厘米、重 6.2千克，是目前存

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

记者了解到，“寻·虎——小鸟

虎儿童主题展”展期三个月，通过

“小鸟虎·大揭秘”“小鸟虎·大发

现”“小鸟虎·大创想”三个部分介

绍了“小鸟虎”的发现、修复等过

程，并将大洋洲商墓同时出土的双

面神人青铜头像、兽面纹鹿耳四足

青铜甗等国宝级文物构成“小鸟虎

的朋友圈”共同展出。

为更好地激发儿童的好奇心与

求知欲，江西省博物馆将核心文物“萌

化”处理，并将互动体验环节设计进展

览当中。其中，“小鸟虎·大创想”部

分展出了一些由儿童创作的“小鸟

虎”艺术作品，并设有彩绘、涂鸦、拼

搭、拓印等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

去年底成为江西省博物馆小小

志愿者的王程祺告诉记者，以第一

人称讲解“小鸟虎”的故事让许多来

参观的小伙伴觉得很新鲜，“希望更

多小伙伴在这种有趣的参观中，和

我一起穿越到青铜虎背后的古老时

期，探索江西与虎的不解之缘”。

据悉，江西省博物馆计划从今

年起，每年定期针对儿童群体推出

陈列展览、教育活动，培养“小赣

将”小小志愿者团队。

“做你们的翅膀，
帮你们飞出大山”
——太行山区乡村老师

王相勤的“最后一个儿童节”

跟着“小鸟虎”穿越三千年

“村里的孩儿”唱起快乐的歌

一条路，串起大别山老区“红”与“绿”

近日，河北省承德

县三沟镇林药间作基

地内的药用芍药竞相

绽放，花香四溢，吸引

游客前来赏花游玩。

近年来，承德县因地制

宜发展“园林苗木+药

用芍药+观光游览”，打

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

旅游，增加农民收入，

助力乡村振兴。

优质优价产量高
——洞庭湖区油菜籽收购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