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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大改革”
构建职业教育“新格局”

为更好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我市
职业学校主动提升产业转型服务能
力，深入推进职业教育综合改革。

2018 年 9 月，义乌成为全省首个
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展职
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三全”育
人有效途径，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产教
融合，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义新欧”“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建设提
供支撑。

我市成立义乌市职业教育集团，
由国贸学校、城镇职校、技工学校、金
蓝领学院、国贸学校附属幼儿园等单
位组成，整体推进全市中等职业教育
规划建设和专业布局调整。成立义乌
市产教融合公共实训基地，引进行
业、企业资源，技能大师、劳模工作
室，高校及社会组织资源，承担校企
合作企业生产任务及师生工学交替、
交换生项目、现代学徒制培养等任
务。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办学
主体，在国贸学校实行区域中高职一
体人才培养改革招生。成立混合所有
制民办事业单位金蓝领学院，完成金

蓝领学院的举办者变更等审批手续。
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全
国直播电商职业教育集团，吸纳了全
国 184 所院校、国内外 24 家企业行
业；构建了“242”产教融合体，建有商
城设计学院等混合所有制学院 2 个、
双童商学院等产业学院 4 个、产教联
盟浙江义乌数字赋能产教联盟等产
教联盟2个。

我市开创全省中职学校国际合作
办学先河。省机电技师学院 100 余名
学生在韩国留学，师生出国访学 165
人次，3 个专业与德国合作院校开通
留学深造直通车。义乌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建有全国首个县级市HSK考点、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2个；开设9个语种
课程，语种数量居全省高职院校第一；
自2007年起，已成功培养来自70多个
国家的1万多名留学生；“马来西亚义
乌丝路学院”入选全省首批“一带一路

‘丝路学院’”。
截至目前，我市三所中职学校

共与 200 多家企业、行业建立合作关
系。18 个适合推行现代学徒制的专
业已全部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工
作，参与学生 5456 人，占全部学生的
43.51%。城镇职校、国贸学校顺利通
过浙江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验收。机电技师学院与金华轨道交通
集团、华灿、瑞丰、爱旭等企业联合成
立“企业冠名班”，开展订单培养。城镇
职校、机电技师学院2个电商类项目被
立项为“省中职校企合作共同体”。义
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 13 家国家级和
省级产教融合试点企业，31 家上市企
业、世界 500 强和中国 500 强企业建立
深度合作。

服务“大发展”
打造现代职业教育“新高地”

我市职业教育形成了“适应社会发
展要求、校企协同育人、产教深度融合、
中高职一体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以更好服务于义乌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三所中职学校共开设11个大
类40个专业，先后有14个专业被省教育
厅评为省级示范、骨干、品牌优势特色专
业，省级专业数量占金华市三分之一。

“十三五”期间，共立项省“三名工程”建
设项目15项，获评成立两个省级名师工
作室、两个省级大师工作室，争取省财政
专项资金1526万元。“十四五”以来，4个
专业被立项为省中职高水平建设专业，2
个专业入选省技工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
设项目。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33个招
生专业均为义乌紧缺专业，其中30%以

上为财经商贸类专业，构建了国际经济
与贸易、大数据技术等8个专业群体系，
获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个、国家级“双师”培养培训基地1个，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个、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7个；与义乌市商务局、汶川
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阿坝师范学院
签订四方合作协议，建成汶川电商学院；
年均累计服务生产企业3000家以上，创
意产值累计近4亿元；政校企共建“义乌
市未来乡村振兴学院”，与苏溪镇共建了
10个“共富村”。

近五年，义乌中职学校培养了8000
多名技能型人才，就业率达 98%以上，
92%学生在义乌就业。义乌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每年有65%的毕业生留在义乌就
业，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率稳定在12%
左右，居浙江省高校前列。浙江电子商务
学院近三年培养中西部人才4531名，其
中近 4000 名学生留在义乌发展。2022
年，义乌中职学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
训项目68个，培训达2.4万人次；义乌工
商职业技术学院开展 198 项培训，培训
人数达16.56万人。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我市职业教育
将以更高远站位、更宽广视野，强化攻
坚、先行示范，蹚出一条具有义乌特色的
职业教育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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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废品换数字人民币红包、用
数字人民币买文创潮品、向银行数字
员工咨询、“碰一碰”无网无电便捷支
付……在 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上，224 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和
企业集体亮相，集中展示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数字人民币、金融安全技
术、数字金融服务等前沿金融产品，引
领百姓生活新潮流。

作为 2023 年服贸会九大专题之
一，本届金融服务专题展区以“服务实
体守初心 创新变革向未来”为主题，
展览面积超1.4万平方米，既为全球金
融机构搭建合作交流的平台，又为观
众提供探索未来金融生活的舞台。

参展人员告诉记者，金融专题展
区的“朋友圈”越来越大，数字金融已
成为吸引流量、提升热度的“法宝”，现
场展示的各类应用也表明数字金融已
深刻改变百姓生活。

在首钢园的建设银行展区，用数
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技术研发的消费
预付卡服务——“元管家”引来关注。

“个人消费者在商家充值，资金由‘元
管家’智能合约控制，卡内余额随时
可退。有效避免商户破产和跑路问
题。”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客户经理华
敏琪介绍说。

“数字人+金融服务”在金融专题展
区随处可见。在北京银行展台前，记者看
到前来与数字人互动的观众们排起了长
队。模拟数字人虚拟形象，自建京智大模
型，利用AIGC（生成式AI）赋予语音能
力，能根据问题生成回答、上下文互动，
观众与数字人实现沟通、互动和交流，了
解最新金融产品介绍。“未来银行业将依
托金融大模型技术，积极探索AIGC大
模型技术在智能客服、产品营销、风险防
控、协同办公、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
北京银行工作人员张鸿伟说。

这样不断优化消费体验的金融服
务场景，在展示区层出不穷。一款印有
玉佩样式的小卡片，成了跨越“数字鸿
沟”、解决老年人移动支付难的“法
宝”——这是交通银行为服贸会特意
设计的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只要家

人把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与软钱包绑定，
就可‘软硬结合、功能互补’，无电无网无
手机也能简单安全支付。”交通银行北京
市分行营运与渠道部侯艾琪说。

“方便”“安全”是观众们参观金融展
区提及最多的关键词。8 号馆设置了数
字人民币展示专区，智能手环、数字工
牌、智慧学生证、电子老年证等数十款数
字人民币硬钱包产品，集中展示“数字人
民币+”衣食住行场景应用。

本次美团金融数字人民币展台首发
了数字人民币“黑科技”，由中国银行、中
国联通、美团携手打造的SIM卡硬钱包
无网无电支付场景引来许多观众围观体
验。据美团金融工作人员介绍，即使是在
无网无电的极端情况下，使用安装了
SIM卡硬钱包的手机，仍可向充电宝租
赁设备支付押金取充电宝为手机充电，
非常便捷。“SIM卡硬钱包以通信运营商
发行的SIM卡为安全载体，加载数字人
民币钱包应用，打造了一卡多应用的融
合应用场景，具有安全可控、通用便利、
无电支付、余额共享等特色。”美团金融

服务数字人民币产品经理张廷瑾说。
漫步数字人民币大道展区，仿旧装

潢门面整齐排列百年义利、北冰洋等中
华传统老字号，仿佛置身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街头小巷。

“数字人民币大道”全面升级为3.0
版，形式上借鉴潮流集市创意，内容上围
绕乡村振兴、公益帮扶、交通出行、通信
服务等场景提供数字人民币应用体验与
展示。

从展会“尝鲜”到生活“常用”，数字
人民币正加速从展示场景奔向生活场
景。京东科技负责人介绍，目前在京东平
台使用数字人民币的用户数近1500万，
开设钱包数近2000万，交易金额累计超
3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100%。

“以前总听说数字人民币，这次从一
系列场景中真实体验到了它的便利和快
捷，希望这些便民设施能尽快在线下展
开大面积的应用。”来服贸会参观的北京
市民李先生说。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 韩佳诺 陈旭

数字金融点亮智慧生活
——2023年服贸会观察

这是 9 月 2 日在国家会议
中心拍摄的一款数字人。

2023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
易交易会于9月2日至9月6日
在北京举办，众多科技产品亮
相展区，吸引观众驻足参观。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服贸会上
看科技亮点

新华社杭州9月2日电（记者王
俊禄）打篮球、骑单车、拉双杠、跳街舞
……华灯初上，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三
门县的羊角塘体育公园里，加油声、音
乐声、歌唱声不绝于耳。随着杭州亚运
会脚步临近，亲身体验亚运项目、全民
参与健身行动渐成热潮，台州大街小
巷“迎亚运”的氛围日益浓厚。

羊角塘体育公园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包括2片篮球场、2片气排球
场以及 1 个健身器材区，每天都聚集
了许多休闲健身的百姓。近年来，台
州以基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为抓手，
全面完成“15分钟健身圈”建设，将现
代化、功能化的健身、运动场地建到

群众“家门口”。
“很方便，出门8分钟就能到体育

公园。”家住公园对岸的市民王倩说，
原先晚饭后追剧，后来跟着朋友来打
气排球，渐渐地竟“上瘾”了。“球类比
赛紧张刺激，现在一天不打心痒痒。亚
运要来了，群众性的健身活动也越来
越丰富。”

除了体育公园，台州还有许多大
众健身的休闲广场、江滨绿道、乡村
球场等。如三门县通过“民生实事工
程”等载体，鼓励乡村建设全民健身
广场、体育中心、小康体育村提升工
程等，全县行政村体育场地设施覆盖
率达100%。

头戴“饕餮纹”的“琮琮”、盖着“荷
叶帽”的“莲莲”、额嵌“拱宸桥”的“宸
宸”……走进台州市椒江区和合公园，
来此休闲健身者会被本届亚运会的“江

南忆”组合吉祥物吸引。它们被制作成景
观小品，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打卡”。

迎着晨曦暮色，市民走出家门，舞
动身体，“花式”迎亚运。在台州玉环
市，“玉见亚运 引智回巢”迎亚运主题
打卡活动热火朝天；“薪火相传”“鹅鹅
大作战”“眼睛在哪里”“痛痛快快”等
互动游戏妙趣横生；在临海市古城街
道，“迎亚运·赛蹴鞠·越古今”蹴鞠友
谊赛，让人们穿越古今，体验悠久的体
育文化；在温岭市，“迎亚运——趣味
打卡闯关”活动持续火热……

亚运风吹到乡村，生活富足的人们
更加注重身心健康。

小球稳稳“粘”上拍子，老人移形换
位，拍子划出弧线，小球被顺势抛出……
走进一派田园风光的台州市天台县平桥
镇山庵村，65 岁的村体育委员蒋梅仙，
每天都要到村里球场打一打柔力球。

“体育委员”在天台乡村，是个忙人。
蒋梅仙介绍说，村里300多位老人，原来
除了打牌就是广场舞。在当地文体局和

“三农”部门支持和乡贤捐助下，村里建
起了多功能球场。经过他们的动员，如今
七成老人都有各自爱好的运动项目。

“小城迎亚运，全民动起来。我们通
过建设体育公园、充分利用废弃场地、改
建企业旧厂房、加强学校互融合作等方
式，不断丰富赛事活动，建好、管好、用好
体育设施，让百姓实现‘健身自由’。”三门
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叶文俊说。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迎着亚运倒
计时的钟声，台州市积极开展公益广
告大提升行动、文明典型大引领行动、
城乡环境大整治行动等城市文明十大
提升行动，营造浓厚的亚运氛围，全方
位推动台州市城市风貌品质、城市文明
程度大提升。

台州：“15分钟健身圈”带火“全民亚运”
聚焦杭州亚运会

新华社上海 9 月 3 日电
（记者胡洁菲）随着创新产品持
续涌现，各行业对产业化空间
载体的需求大幅增加。为进一
步破解生物医药制造成本高难
题，上海市智造空间·生物医药
标准厂房及重点项目开工仪式
近日在张江创新药基地举行，
总投资约 107 亿元，将新增标
准厂房61.8万平方米。

“传统的重工业对载重等有
较高要求，有的要求单层厂房，
生物医药产业无需过度强调‘载
重’，因此具备‘上楼’的条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经委副主任
张彤认为，上海各类生物医药创
新企业“苗子”多，“爆发式”增长
阶段需要快速找到适配的研发
制造空间，各类智造空间能够很
好地契合这一发展规律，促进创
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近年来，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制度等创新制度在浦东先
行先试，区域生物医药产业规
模达到近3400亿元，诞生了全
国约15%的原创新药和10%的
创新医疗器械。

“上海的产业空间日趋饱

和，在减量化背景下，推动‘工
业上楼’、打造智造空间可以推
动制造业从‘平面缩圈’转向

‘立体增长’，提升经济密度。”
上海市经信委总工程师葛东波
说，打造智造空间是破解产业
发展空间制约的必然途径，也
是超大城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有益探索，此举将促进“低容
积率成为高容积率、低效用地
升级高效用地、低端产业迈向
中高端产业”。

目前，上海正抓紧制定相
关行动计划，以大空间、大载体
引导大项目、大产业，推动上下
游配套资源集聚，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化发展。预计到
2024年底，开工建设生物医药
标准厂房近500万平方米，其中
2023年开工约180万平方米。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智造空间的建设和使用，
将坚持工业属性，确保新增空
间用于发展实体经济；同时，坚
持产业地图引领，避免一哄而
上、盲目建设；严格实施全过程
监管，严防后续用途转变和“炒
楼”“炒地”行为。

上海推动“工业上楼”
开工建设百亿元项目

在新疆伽师县英买里镇拉
依力克村，果农在分拣包装采
摘的新梅（8月30日摄）。

眼下，位于塔克拉玛干沙
漠西缘的新疆伽师县种植的
新梅迎来收获季。近年来，伽
师县依托广东援建的粤伽新
梅产业园不断推动新梅提质
增效，形成集种植、采摘、分
选、冷藏、包装、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条，销售期

由往年 20 天集中上市延长至
2-6 个月分批上市，错峰销
售、保质稳价。

截至目前，伽师县种植新
梅45万亩、挂果36万亩，是全
国最大的新梅产销基地。作为
新疆喀什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特
色优势产业，伽师新梅已畅销
国内外，成为伽师县助农增收、
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致富路上 新梅飘香

这是8月31日拍摄的阿尔
山国家森林公园风光（无人机
照片）。

近年来，内蒙古兴安盟阿
尔山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打造城市康养与休
闲度假场所，举办音乐节、美食
节等活动，大力推动旅游产业
发展。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内蒙古阿尔山：文旅产业促发展

9月2日，在盐边县惠民镇
兴隆村的稻田边，人们在丰收
长桌宴上享用当地传统美食。

9 月 2 日，一场以“滋味盐
边·稻香渔歌”为主题的丰收
节活动在四川省盐边县惠民

镇兴隆村丰收后的稻田里举
行，稻谷收割比赛、稻田音乐
会、稻田市集和丰收长桌宴
等活动吸引了众多村民和游
客参与。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稻花香里庆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