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平和，一
支由教师、警察、企业

家、医生等各种职业的志愿
者组成的爱心队伍，七年如一

日，奔走于平和的山山水水间，
了解困难学生家庭情况，为困难学
生与爱心资助搭建桥梁。截至目
前，平和县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已
成功帮助277位学子，对接完成助
学资金超过511万元。国庆长
假期间，志愿者们对受助学

生进行入户家访，记者
全程跟踪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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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蜜柚季，柚子也要做“CT”。
日前，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数智觅柚项

目团队”自主研发了智能配重分级系统，把
每一颗蜜柚的“秘密”“盘”得明明白白。

据悉，该系统可自动完成蜜柚的分级
筛选、智能配重、品质检测等多个环节，通
过称重、配重、装箱等一体化智能化系统，
解决了传统称配环节费时、费力、费人工的
痛点。

日前，“智创柚乡——智创赋能振兴乡
村 打造高端蜜柚分级新标杆”项目获得第
十一届中国青年创青春大赛创新组铜奖。

蜜柚加工仍处于半自动化

漳州平和，蜜柚种植规模达 70 万亩，
年蜜柚产量 130 万吨，年出口量超 15 万
吨。然而，如此庞大的产业仍然停留在劳
动密集型阶段，效率低、成本高、质量难控
制等问题，严重影响产业效益。

“目前，蜜柚加工还处于半自动化的方
式，由于柚子的个体差异较大，配重工序繁
杂，每年要消耗大量人工成本，行业亟待优
化配重技术。”漳州职业技术学院电子信息
学院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大三学生钟其均
是土生土长的平和人，看着家乡树上大小
参差不齐的柚子，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如何
提高蜜柚产业智能化水平？怎么提高柚子
分级筛选效率呢？

为赋能漳州蜜柚精深加工，2022 年，
在老师的指导下，钟其均和学校食品工程
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电子信息学院等学生
组成“数智觅柚项目团队”，研发蜜柚智能
加工系统。

产业发展的卡点，也是前期调研的重
点。项目团队通过深入走访发现，漳州蜜
柚精深加工存在四个关键痛点：称配效率
低、配重误差大、品质保障差、人工成本支
出高。

历经700多个日夜，经过系统开发，产
品设计及数十次下乡实地考察，一台为漳
州蜜柚量身定制的智能化设备终于面世。

“针对业内痛点，我们团队自主研发了一套
集称、配、装、检为一体的智能配重分级系
统，致力于运用数字化赋能传统配重，实现
降本增效。”钟其均说道。

加工效率提升300%

产业发展的堵点，也是科研攻关的突
破点。称重作为蜜柚质量保障的第一关
卡，也是分拣系统的核心所在。“我们将质
量信号转变为可测量的电信号输出到中控系统，处理蜜柚的质量数
据。依托系统的数据预处理技术，解决了人工称重的弊端，加工效率提
升300%。”钟其均说道。

记者看到，在这台蜜柚智能配重分级系统上，随着蜜柚鱼贯进入机
器中，完成了蜜柚保鲜、分级、智能配重等8道工序，随后未达到配重要
求的柚子回流输送，机器也对配重好的柚子集成装箱。钟其均解密道：

“机器还配备了视觉检测机器，扫描柚子外观进行图像分析，筛选出质
量不达标的柚子进行回收，这套系统不仅提高了配重效率，还减小配重
误差，解决蜜柚产业用工量大、不良品流出、果实存放周期短等难题，保
障蜜柚的出口品质。”

在平和蜜柚企业示范推广

目前，该项目已在平和县福熠农产品有限公司示范推广，也有多家
蜜柚企业表达合作意向。经过现场实测，提高了工厂效率，减少了每月
人工成本支出约90万元。

如同研发室里的机械反应，校企之间碰撞出的火花，让学校产教融
合从“一头热”走向“两头甜”。该项目指导老师陈丽娟说，学校通过整
合校内外资源，推进创新人才培养工作，为培育技能人才提供环境，提
升学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未来，项目团队还
将积极开辟数字化产业“新航线”，针对罐头类、冷冻类、锻造类产品的
配重系统进行创新开发。

☉本报记者 陈慧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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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钟其均
（中）与团队成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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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利用国庆假期对受助学子进行回访

在平和县小溪镇设有“平和县爱心助学志愿
者协会”办公室，这里整齐摆放着每位受助学生的
档案，内含“助学申请表”“跟踪回访情况登记表”

“学生成绩单”等资料。10月 4日上午 9时许，该
协会秘书长杨福英再次和志愿者确认当天的家访
任务后，整装出发。记者跟随他们的脚步，对两位
高三年级双胞胎姐妹进行受助资格审核和对三位
受助学生进行回访。

志愿者们先后前往平和安厚镇南门村、田径
村和大溪镇溪安村、霞寨镇高山村，驱车100多公
里、历时6小时，如期圆满完成任务。

爱 的 力 量
用爱心，培育爱心

在安厚镇赖陈信同学家中，小赖和妈妈热情
地欢迎客人们的到访。“我选的是物化生，学习还
挺顺利的，努力跟上老师的节奏就可以。”小赖显
得落落大方，一边回答大家的问题，一边泡茶。资
助他的朱女士也和家人一起，再次来到小赖同学
的家。坐在小赖身旁的朱女士也在帮着给客人递
茶水，他们俨然是充满默契的亲人。

在大溪镇溪安村，志愿者们收到心宇和心涵
双胞胎姐妹用娟秀的字迹写下的两份受助申请
书。“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还不错，长假后马上要

进入第二轮复习，高三还是挺紧张的。”志愿者们
详细了解了两位同学的家庭情况，并告诉她们大
约需要三天时间，就能给她们答复。

“志愿者的工作从收到学生的申请信息开始，
会先入户家访核实情况，确认适合接受帮助后会
发布信息，与爱心人士对接，由爱心人士直接把资
助资金交给受助家庭。”在杨福英看来，当爱成为
一座灯塔，坚持就有了方向。志愿者们不厌其烦
把工作做得更细致，就是希望平和县爱心助学志
愿者协会成为一盏明灯，为困难学子们照亮前行
的路。参与帮助的一个个爱心家庭，也会用爱心
陪伴受助学子成长。她表示，希望能凝聚起一股
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

爱 的 反 哺
被温暖，传递温暖

闽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大三学
生杨志华，在高中期间曾经得到过爱心人士的资
助。自从成为一名准大学生后，他就主动加入平
和县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两年多来，他身兼数
职，作为大学生志愿者组长，参与受助学生跟踪及
资料整理工作。在 2024 年暑期“小先生，大课
堂”七彩假期志愿服务活动中，他在九峰镇积垒
小学、大溪镇下村小学、文峰镇黄井小学，担任

一个月支教班主任，每天兢兢业业
为留守儿童服务，得到广大学生和
家长的好评。

“我从受助者也成长为帮助
者，薪火相传，我希望通过行动让
爱与希望生生不息。”杨志华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当自己有能力帮助
别人的时候，内心的幸福感是很难
用语言表达的。记者注意到，在当
天的入户访问中，每次告别之时，
杨志华都会对受助学子说一句“一
起加油！”

杨福英介绍，收到困难学生的
资助申请后，协会都会第一时间安
排入户走访核实情况，符合资助条
件的就为他们搭起爱的桥梁，让爱
心人士牵起他们的小手，以每个月
400、500 或 600 元的金额，持续帮

扶，助力孩子的求学路。接受资助的学生，均建立
个人档案，并安排一位老师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
者对其进行后续跟踪服务，从学习、生活、思想多
层面关心，做到家庭、学校、协会、资助方、学生“五
位一体”的关爱模式，协会与资助方一路见证孩子
的成长，温暖一程，陪伴一生。

杨志华、陈玲玲、朱慧妹、曾妙青、赖碧华、
林雨洁等等一大批受助学子目前是协会大学生
志愿者的骨干力量。截至目前，该协会资助的
孩子已有 110 位跨入大学校园，他们纷纷加入
助学协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成为协会

“小先生，大课堂”七彩假期志愿服务的主力
军，用实际行动践行当初接受资助时的承诺“成
为爱，传递爱”。

爱 的 智 慧
用人格，感染人格

“各村镇、民政局、学校、志愿者，都是协会获
取需要帮助的学生的渠道。”该协会会长朱金墩
告诉记者，志愿者们会定期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
协会相关信息，“现在只要一有需要帮助的学生
信息公布出去，很快就有爱心人士前来联系志愿
者。相比协会成立之初，如今的工作开展起来真
是顺畅多了。”

“一个个资助家庭，除了为孩子提供物质上
的帮助外，更难得的是，他们对孩子行为的养成
都很重视。”朱金墩表示，在助力学子们健康成
长的过程中，爱心人士用人格感染人格。大家
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把一件普通的事长期
做下去。

记者了解到，平和县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还
主动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配合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教育、文化、共青团等多个部门开展
丰富的志愿服务活动，包含关爱留守儿童“微心
愿”“学雷锋日”活动，关爱孤寡老人“欢乐幸福年”

“暖冬行动”以及图书捐赠、“衣旧情深”、绿色环保
活动等。如今，平和县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已成
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公益社会组织，先后获得“全
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全省最佳服务组织”“福建
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先进基层党组织”“五
星级党支部”等荣誉。

（文中受助学子均为化名）

七年来，平和县爱心助学志愿者协会已成功帮助277位学子，对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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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实习故事

志愿者入户了解受助申请者家庭情况

时下，又有大批在校大学生走入实习岗
位。一些学校将实习纳入实践课程计算学
分，学分修满后可以毕业。实践环节的毕业
实习要求专业对口，需要证明。近日，记者采
访了两位正经历毕业实习的闽南师大学子，
从其故事不难窥探实习生活的一鳞半爪。

知行知行··求索求索

吴思宇的专业实习安排在大三学年。作
为闽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
每周她要给学校里的印尼、越南留学生上四
节课。“高级阅读的课程任务不算重，留学生
们的汉语水平整体不错，交流上不会有什么
障碍。”吴思宇说，她是小班教学，班里有4个
留学生。

即便授课人数少，吴思宇还是做好了教
学准备。除开教科书上的内容，她用PPT补
充一些阅读材料，或借用科普视频作素材，她
在旁边辅助讲解。有时，她也会在课上穿插一些
分角色朗读的环节。

早上 7点乘公交通勤，在车上稍微补个觉，9
点多到公司开始一天的实习，这样的生活叶诗婷
已持续一个月了。“大四没课，我毕业实习选择在
福州的一家私企，帮忙做新媒体运营。”来自闽南
师范大学的叶诗婷说，目前她做过视频的剪辑、发
布、投流，还会根据投放平台的特性有针对性地策
划视频主题。为此，叶诗婷做了排期表，每天按照
表上计划完成相应的任务。

“选择实习岗位的时候，我犹豫过几个方
向。权衡后我投了一个涉及面宽泛的岗位，希望
能多积累一些经验。”在叶诗婷看来，毕业实习

要和专业对口，只能在有限范围里做选择。会的
和想学的，这两者要权衡。选择新媒体运营也是
她所在的数字出版专业涉及的一个分支。

体验体验··收获收获

在累和轻松之间来回切换。叶诗婷说，实习
期间，“累”是基调，毕竟许多东西都要从头摸索；

“轻松”是适应大概模式后的按部就班。有时候正
在轻松状态，新任务塞进来，“原计划被打乱了，人
又绷紧了弦，觉得很累”。

相比叶诗婷的“来回切换”，吴思宇显得较平
淡，不过也有自己的挣扎：“最初我设想让课堂变
得活跃些，把课上出个花样来，但现实是时间远远

不够。光讲知识点就占掉了大半节课。”
采访中，吴思宇认为和留学生相处的实

习经历给她开了一扇窗。“现在研读某一个文
本，我会试着结合外国文学去看；复习到五四
新文学时，我发现之前没有太关注国际之间
的交流对文化的影响，而现在的角度会变得
更全面。”

成长成长··插曲插曲

普遍观点认为实习是为了接轨社会，以
便更快地步入职业。不过，吴思宇和叶诗婷
坦言，实习的意义大概没有那么深远。

“实习中途，有时会觉得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也蛮有意思的，但该专业目前看不是很
好就业。”吴思宇说，这些年学习，她发现自
己还是对文学更有热情，专业里语言学相关
的内容她不感兴趣，也并不擅长。如今，吴
思宇也为考研做准备，目标是考汉语言文学
里的现当代文学方向。

“以后大概不会从事这个职业。”叶诗婷虽然
认真经营着眼下的实习生活，但实习结束后她准
备参加公务员考试。

家人起初劝叶诗婷专心备考，但叶诗婷还是
坚持按自己的节奏。“实习体验之后，我会多一
些了解。新媒体如何运作？工作状态怎样？这
些都是没去之前我不知道的。”叶诗婷认为相比
实习能带来的收益，她更看重人生阅历的丰富。

“之后，国考、省考我想都试一试。等实习结束，
我再好好备考。”

☉本报记者 黄舒哲
实 习 生 刘昱鑫 文/供图

接轨社会，丰富人生阅历

去年底，吴思宇（中）和同学一起用毛笔为留学生写名字。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