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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M

教育短讯M
☞根据气象预报和预警，为切实保障

全省师生和校园安全，7 月 25 日，省教育
厅就做好第5号台风“杜苏芮”防范工作印
发紧急通知。通知就强化校园安全隐患
排查，严格校外培训、课后服务、研学实践
等管理，强化应急处置，加强值班值守等
提出要求。

☞《教育部关于批准2022年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获奖项目的决定》日前发布。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的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项目，已经公示
并完成异议处理，共计1998项成果获奖。

☞7月24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与服务综合平台正式上线，截至目前，已
纳入首批10多万家白名单的校外培训机
构，各地主管部门已完成对入驻培训机构
的审核备案；同时推出“校外培训家长端”
App，提供购课、消课、退费、评价、投诉“一
站式”服务。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打造的中
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移动端“语博”App
正式上线，“语博”App 设有语言国情、发
展演变、经典传承、语博书屋、语博学堂、
语言智能、主题展览7个资源版块，目前共
有2000余条数字化资源。

☞近日，教育部等3部门联合发布通
知，部署做好2023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
师科学素质提升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包括
实施“全国科学教育暑期学校”中小学教
师培训、启动中小学科学类课程教师主题
式系列研修活动、启动重点科普活动骨干
教师交流活动等。

今年暑期，诏安梅岭镇来了一群大学生，
他们不仅帮农户直播带货牡蛎，还把农户也
培训成“带货主播”。

马不停蹄，他们还深入梅岭镇各渔村牡
蛎吊养、海产品加工等地，把农渔产业兴旺的
图景制作成视频宣传出去，让小牡蛎“游”出
小乡村。

这是日前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海滨文旅
助力振兴”实践团队乡村振兴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其间，团队分别组成 IP设计
组、资源宣传组、直播电商助农组、生态与传
统文化推广组、视频剪辑组，为梅岭镇乡村振
兴注入青春智慧。日前，该实践团队获评
2023年省级重点特色实践团。

销售“屏对屏”
为村民打开增收通道

临行前，实践团就“摸清”了梅岭镇主要
旅游点及主导产业的基本情况。了解到诏安
梅岭镇地处东海与南海交汇处，海产资源丰
富，是全国牡蛎之乡。

这里的牡蛎与其它海域相比，不仅个头
大，产量还高。但由于销售渠道单一，销量并
不理想。牡蛎养殖户李大叔蹲在养殖场边，
吧嗒着烟，和大学生们交着心，“咱村里人又
不会搞宣传，这销量自然跟不上啊。”

如何让牡蛎“游”出小乡村？
实践团“出实招”，为村民打开了增收的

通道。
“大家看，这是来自诏安梅岭镇的牡蛎，

鲜嫩多汁，价格还不高。”在梅岭镇“小傅蚝生
鲜”公司的工作室中，直播电商助农组的学生
支起了桌面，架起了手机，背景板一拉，就是
一间乡村牡蛎专场直播间，卖的东西也实诚，
都是农户手中的“实在干货”。

“小傅蚝生鲜”的工作人员也好奇，带着
小板凳就簇拥在直播间的空地上，伸着脑袋
张望，“平时都在线下卖，看看大学生怎么帮

我们直播带货。”只见文化旅游学院全媒体广
告策划与营销专业的学生陈煜梅和李彩云，
从梅岭镇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民俗风情，
延伸到镇上的牡蛎海产资源、养殖业发展等
情况，开展了两场农产品直播带货。

直播结束后，直播电商助农组还把直播技
能和经验方法手把手教授给“小傅蚝生鲜”的
工作人员，让他们也成为村里的“带货主播”。

这场乡村直播，实践团从写脚本、想话
术，到催单、开场和结尾设计，团队流程一气
呵成。两场农产品直播带货累计成交近 300
单，场观人数近 13万人，点赞次数超过 13万
余次，账号新增粉丝近千人。

陈煜梅说，利用自身所学，帮助当地特色
海产品直播销售，不仅提高了当地牡蛎的知
名度，起到助农增收的作用，同时也有效检验
和提升了自身能力。

宣传“实打实”
对外讲述诏安梅岭故事

做好乡村振兴文章，不仅要让农产品“走
出去”，也得把游人“引进来”。

一条视频，聚焦梅岭镇田间地头农渔产
业兴旺图景——视频剪辑组和旅游资源组深
入各渔村拍摄了梅岭镇乡村振兴宣传片、旅游
风光推介视频，让渔乡特色跃然网友“掌”上，
并在抖音等平台推送，吸引了数万粉丝关注。

一个二维码，让村中大事小事尽在“掌”
握——实践团旅游资源组携手 IP设计组绘制
了旅游路线规划图、旅游景点推介手册。学
校旅游管理专业学生杨子豪说，旅游资源组
对梅岭镇祥麟塔、悬钟古城、望洋台、古练兵
场、果老山碑林等主要景点及当地民宿与特
色餐饮资源进行近十次踩点，“我们发现，梅
岭镇旅游资源优势独特、类型丰富，旅游体验
感强，可挖掘空间很大。”

为了充分发挥乡村文旅资源优势，他们
整合资源、跨界联动，制作了二维码，将乡土

文化、旅游特色等展现在大众面前。如今，游
客只需扫描二维码便可了解梅岭镇各主要旅
游点及其配套食宿点相关信息，为游客提供
了全方位的线上便捷服务。

一个旅游 IP，集结了乡村特色，向世界讲
述梅岭故事。实践团 IP设计组关注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品牌建设，结合当地独特海滨渔耕文
化和渔村民俗，设计了“渔安南”旅游 IP，及

“好事花生”“梅德地瓜”“优选大米”“梅德海
鲜”等当地农渔产品包装，为梅岭镇旅游 IP与
农渔产品品牌提升提供技术服务。“渔安南的
设计灵感来源于梅岭的海滨风土人情与地域
特色，麦田色草帽意为当地的渔业与农业协
同发展，代表海浪的蓝色T恤简单利落，吉祥
物突出了乡村特色和青春活力。”学校广告设
计与制作专业黄子行将设计理念娓娓道来。

此外，文明生态旅游推广成员深入渔村，
向村民及游客传播文化保护知识，倡导文明

旅游，开展志愿服务等。传统文化推广成员
还走进梅岭镇腊洲村托儿所，教儿童唱闽南
童谣，让当地孩子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

“这次活动使我们走出课堂，走出校园，
走向乡村田野，走上了学术与实践相结合的
道路，见识了世面，施展了才华，磨练了意
志，也在实践中检验了自己。”实践团队队长
黄子行说。

漳职院文化旅游学院党总支副书记林润
泽表示，为引领学生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近年来，学
校文化旅游学院持续加强校地联动、项目联
动、整合资源、共建共享，带动广大青年学生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文旅+农业”“文旅+体
育”“文旅+康养”“文旅+教育”等融合发展，
积极打造育人新高地。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
许一琳 图

近日，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海滨文旅 助力振兴”实践团队前往诏安县梅岭镇——

大学生进村 小乡村“出圈”

近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从需求侧和
供给侧两端协同发力，做好供需对接，助
力毕业生畅通就业渠道。

2023年上半年，学院领导借助校企合
作优势，深入开展“访企拓岗促就业”工
作，带领教职工前往 40余家企业、医院等
开展访企拓岗工作，为毕业生拓展高质量
就业岗位，并通过官网、公众号等渠道常
态化推送招聘信息，打通就业环节“最后
一公里”。

与此同时，建立精准帮扶，组织系部
全体教师形成就业帮扶小组，为毕业生提
供“一对一”针对性、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服
务，帮助提升求职能力，引导毕业生树立

“劳动光荣”理念和正确的择业观、就业
观。在就业推进攻坚阶段，将未就业学生
统一拉至微信群内，一旦学生实现就业就
在群内官宣并请其退群，在学生中营造

“卷”氛围，让“就业困难”学生感受到压力
和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观，进而高效推进
毕业去向落实。据悉，学院口腔医学院
2023届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可达到
93%以上，扣除专升本学生外，就业专业对
口率超过95%。

⊙本报记者 邹美玲 通讯员 陈伟军

漳卫院：

需求侧和供给侧
两端协同发力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陈强
明 郑 敏）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漳州
城市职业学院充分利用校友资源，搭建创
业校友与在校学生的互动平台，充分借助
校友力量多措并举促进学生“起好步”“就
业好”“敢创业”，实现学生和校友企业间
的“双向赋能”。

学校电子信息工程系邀请两位校友
林洪森、兰剑进校分享自己的创业故事，
他们结合自身的创业经验与毕业生分享
当前创业形势，鼓励毕业生培养创业意
识，拓宽就业方向。毕业生进入职场，第
一关面临的就是求职面试。为此，学校经
济管理系邀请校友庄彩玲开展线上分享
会。庄彩玲就如何高效安排面试、如何在
面试中展现自己的优势等方面展开分享，
建议毕业生要在面试中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

此外，学校教师教育系还邀请校友企
业进校开展招聘宣讲会，回学校广纳人
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漳城院：

就业“传帮带”
校友来帮忙

“哇，我发现一朵冒出来的‘花’了！”在龙
海区程溪镇一片茂密的毛竹林里，程溪中心
小学四年（3）班的陈彦晴顺着妹妹陈彦乔手
指的方向，果然发现泥土里露出的黄色根
须。她们俩小心翼翼地用事先准备的小木
棍，轻轻地挖开“花”周围的泥土，成功地把一
朵完整的“金蝉花”收入囊中。

有了挖第一朵“花”的经验，姐妹俩信心
大增。她们继续往前搜寻，很快就又发现了
第二朵，刚要开挖时，陈彦乔哎哟叫了一声。
原来是一只蚊子袭击了她，她的手臂马上肿
起一个大包。“一边抓着被蚊子叮咬的地方，

一边还是禁不住‘金蝉花’的诱惑，我们很快
地又挖到了第三朵、第四朵。”彦乔说。

暑假，最喜欢和妈妈回老家上山采花，
金蝉花的形成十分困难，首先要保证合适的
温度和湿度，要有活跃的青霉菌孢子，还要有
成活的金蝉幼虫。采花的过程既可以在山林
里感受野趣，又能“遇见”各种“小新奇”。

“金蝉花不仅长相奇特，而且味道极佳。”
当天傍晚，妈妈用“金蝉花”加排骨炖了一锅
汤，陈彦晴和陈彦乔愉快地享用了自己的劳
动成果。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上山寻觅“金蝉花”

时值暑假，宝妈小琴带着4岁的女儿陈妧
汐到老家芗城区天宝镇领略自然风光。在她
看来，能释放孩子天性又能安放孩子假期的好
地方，就是大自然。

“天宝是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想让小孩
子去参与我小时候的生活场景，带她去看我生
活过的地方，跟她讲我小时候的事情，还可以
和她的哥哥姐姐一起玩。”小琴说，女儿陈妧汐
最喜欢的乡村节目，就是和爷爷去九龙江边捞
田螺。

夏日炎炎，天际疏朗，陈妧汐从房中溜出
来，在田间地头留下一串串足印。她最开心
的时刻，就是和爷爷、哥哥一起，参与乡间野
趣——摸田螺。爷爷卷起裤腿，舍了凉鞋，踏
进沁凉的九龙江水中。小妧汐和哥哥则在岸
边张望着，一会儿瞧左边，一会儿顾右边，比
水中的爷爷还焦急。

摸田螺不需要什么手艺，胆大心细足矣，
爷爷弯下身，在江水中轻轻一扫，便是三五个

“小可爱”到手。爷爷摘下草帽，用毛巾擦去
脸上的汗珠，双手捧着战利品，撒在岸边的石
阶上，小妧汐和哥哥则开心地在岸边盘点起
来。“一颗、两颗、三颗……”小妧汐刚开始还
有点害怕，用小手轻轻试探着这些黑不溜秋
的“小生物”，之后就大胆伸手，和哥哥盘算
着，哪颗田螺的个头比较大，哪颗田螺花纹比
较好看……

回到天宝，女儿的生活半径大大增加。
她和哥哥姐姐们在大自然中玩着各种各样的
天然玩具，并且制定各种游戏规则，非常开
心。”小琴认为，在大自然中玩耍的孩子，会熟
悉更多自然知识，在天性释放中更好成长。

⊙本报记者 陈慧慧

下河“摸田螺”

今年暑假一放假，黄楷淳收拾好衣物，回
到石亭街道塘边村和奶奶一起过暑假。说起
回村过暑假，黄楷淳最期待什么，那便是奶奶
隔三岔五地给他变出的各种美食，从家里的
土鸡土鸭，到香味十足的五香面，再到香甜可
口的各种粿，每一种美食都让黄楷淳百吃不
腻，赞不绝口。

早上九点，芗城实验小学四年（6）班的黄
楷淳被爸爸接到了学校进行篮球训练，十一点
半结束后，汗流浃背的他回到村里奶奶家。刚

回到家洗完澡的黄楷淳便守在厨房外，等着奶
奶给他做中午饭。“今天中午的主食是五香面，
五香是奶奶亲自下锅油炸的，还杀了一只鸭
子，再加上一些蒸元、炸肉块，都快给我馋哭
了。”看着桌上的美食，黄楷淳咽了咽口水，还
是等到奶奶上桌才开始享用。

开始吃饭，黄楷淳先抓起一把生面，包住
一条五香和一块蒸元，淋上奶奶特别调制的
酱汁，随后便开始大快朵颐。在吃了2份五香
面后，黄楷淳还不忘拿起盘子里的鸭腿啃了
起来，一边吃还一边跟奶奶说，今天中午做的
五香面太好吃了。

除了村里的美食，黄楷淳也很喜欢农村
的生活，家里面还有一亩多的菜园，假期中除
了日常的篮球训练以及暑假作业，黄楷淳还
经常跟着奶奶去菜园里帮忙浇菜，到鸭圈里
帮忙喂鸡鸭。村里的小朋友特别多，黄楷淳
还会时不时约上三五好友一起骑车、打球。

“暑假对我来说是一片自由的田野，在村里面
生活的日子，有奶奶的美食，也有一起玩耍的
小伙伴，让我觉得这个暑假很充实，很开心。”
黄楷淳说。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浇菜 喂鸡 品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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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2 日 至 24 日 ，
2023 年福建省中学生定
向越野锦标赛在漳州鹭
凯生态庄园举行。比赛
共有来自全省各地的 32
支代表队、254 名运动员
参赛，设有短距离定向、
团队定向和百米定向赛。

图为定向赛中，参赛
选手正在进行速度与智
慧的较量。

本报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彭志文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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