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张建兵

两个年级，13 名学生，
2 名老师。

在全县唯一没有通车
的教学点，从风华正茂到年
近花甲，石长松早已习惯了
这里的一切。

59 岁的石长松是泸溪
县潭溪镇兴隆寨教学点的
校长，学校唯一的“兵”———
34 岁的石文军是他的儿
子。

坚守，撑起山村教育
1977 年，20 岁的石长

松成为一位民办代课教师。
新学期开学，他接手的五年
级 33 名学生， 只来了 21
名， 其余的都因家庭贫困
辍学了。 39年过去，对第一
天上班的情景，石长松记忆
犹新。

第二天一大早，石长松
开始找学生。 有个叫杨长远的学生，一家三
代 7 口人仅靠父亲起早贪黑在田地里讨生
活。 当石长松翻过两道山坡找到他家时，父
亲正准备带他上山砍柴。 石长松摸着小长远
的头问：“想上学吗？ ”他点点头，眼泪汪汪：
“想上， 可是我家里没有钱！ ”“你明天来上
学，钱我想办法！ ”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石
长松把学生一个不落地找了回来。 看着孩子
们重新坐在教室里上课，石长松笑了。

课堂上，石长松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起初接手复式班教学， 他摸不着头脑，

学生就像水里的葫芦，教着这边，那边吵起
来；安抚了那边，这边又坐不住了。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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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90 创客的故事
湖南 省 科 技 厅 协 办

培养“互联网 +”时代的新媒体人才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陈旭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网络“红客”一赛成名

“我们队在高手如林的 75 支‘红客’网络
渗透与攻防对抗赛中成功获得了国赛一等奖
的好成绩， 为湖南代表团争得了今年第一块
金牌。 ”在 2016 年湖南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表
彰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情况通报会上，
来自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石海
赟作为唯一学生代表发言， 分享了学校“红
客”团队的成长故事。

“‘红客’团队是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
学院新媒体技术学院的明星队伍，最近几年，
‘红客’ 团队崭获了 10 多个省级和国赛大
奖。 ”带队教师、网络技术高级工程师文林彬
告诉记者，参加“国赛”获奖不仅为学校带来
了荣誉，也让这些默默守护互联网安全，用技

术修补互联网漏洞的“红客”被人们了解。“早
就有企业向这些优秀学生抛出了橄榄枝。 ”文
林彬说，学生们经过大赛的锤炼，技术和心理
素质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成为行业中的“佼佼
者”。

学以致用，实践为王
新媒体技术专业群转型升级

新媒体技术学院院长吴振峰教授介绍，
2015年，该校以卓越职校建设为契机，进行了
专业结构调整， 新媒体技术专业群成为卓越
校三大重点专业建设群之一， 集合了国家骨
干校重点建设专业———数字媒体应用技术、
省级特色专业———计算机网络技术等 6 个优
势专业。“我们希望从新媒体视界出发，以信
息技术专业为重点，以媒体技术专业为核心，
着力打造新媒体产业群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
才。 ”吴振峰说。

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刘彦姝教授解
释， 升级后的新媒体技术学院一半以上的课

在实验室、实训室完成，实践性课程占课程总
量的 70%—80%， 学院鼓励学生在校期间参
与项目实践，为学生配备了先进的实验、实训
设备，并自主研发了数十本教材供学生使用。

石海赟的 2 个队友都在读大二， 却和网
络设备“打了很久交道”。“学校为我们打通了
线上线下互动学习的平台， 我们可以和老师
过专题学习网站、QQ 群、 微信等平台交流互
动，也可以到实验、实训室动手实践和创新。 ”
石海赟说，学以致用，边学边用，我们对网络
技术和信息安全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得到了
锻炼和提升。

校企合作，师徒结对
新媒体专业人才供不应求

校企合作是培养职业人才的有效途径，
也是职业院校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湖南大众
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技术专业群与国
内、省内知名企业、媒体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该院每年安排 400 到 500 名学生批量去

“长株潭”“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实训基地
实习，其中不乏华为、神州数码网络、百度、阿
里巴巴、湖南卫视等一流企业。 在吴振峰教
授看来，与优秀企业的亲密接触，是学生提
高技能的难得机会。 石海赟读大二时就在长
沙的一家网络技术公司实习，公司的工程师
也是他的“师傅”，引导他解决了不少工作中
的难题。 他说：“比赛的许多知识，是我在实
习中掌握的。 ”

近年来， 新媒体技术学院坚持“双师引
领、专业共建、分层教学、项目实训、应用创
新”的人才培养体系，毕业生既有开阔的眼界
又有精湛的技艺，成为就业市场中的香饽饽，
学院各专业就业率均保持在 96%以上， 一大
批毕业生成长为行业精英。

80后周超用“阿甘精神”种菜
本报记者 胡荧

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久居的人们，或许
大多已经忘了耕种、收获的喜悦吧！ 而在岳
阳汨罗市，80 后周超（见右图）要做的事情
是让千家万户拥有自己的阳台或屋顶小菜
园，让他们再一次感受自种自收、田园生活
的乐趣，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自己种出的绿
色蔬菜。

6月 28日，记者在汨罗市科技局的屋顶
上看到周超正在推广的“屋顶小菜园”，在一
组 5层、2米长的管道里，绿油油的时令蔬菜
长势良好，新鲜的瓜果让人垂涎欲滴，葱葱
郁郁的绿萝美得令人心醉，将毫无生气的屋
顶打扮得生机盎然。

周超介绍，这些蔬菜环保安全，管道采用
自来水管的 PVCU材料制成，土是特制的有机
土，肥料也是有机肥，一些菜采摘下来便可生
吃。而这个项目是周超和他 4位小伙伴花了 4
年时间研发出来的。 管道上的有机蔬菜主要
由有机土和水泵循环系统提供营养， 种植起
来十分方便，而且蔬菜生长速度快。 该产品经
过了 4次更新换代，如今已走进汨罗城区。

在研发“屋顶小菜园”这个项目之前，周
超一直种的是大棚蔬菜。 从 2002 年开始，他
用了 14年时间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周超向记
者说起了他的创业故事，一字一句中，记者看
到了他的心酸、不易，但更多的是坚持。

在周超看来，种菜是一种生活乐趣，种绿
色蔬菜更是他的追求。

周超从小就喜欢跟着爸爸去菜地种菜，已
是“过来人”的爸爸认为种菜没出息，不让他跟
着，无奈之下，周超只能偷偷地躲在自家的后
院里种菜。高中毕业后，周超没有外出打工，而
是做了一名菜农，打算在自己的几亩地里种上
绿色蔬菜。 此举又遭到了爸爸的反对，更受到

了邻里的冷嘲热讽，“年纪轻轻的就窝在家里”
“种菜又赚不到钱，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或许是“没什么事情会放在心里”的性格
使然，周超从不去争辩，只是埋头苦干。纵使遇
到了很大的困难，他也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有一年，由于雨水较多，他种植的 4 亩辣
椒全部坏死。于是，他开始尝试大棚蔬菜种植，
并引进管道系统， 让蔬菜 24小时都能均匀地

“喝”上水。 现在，10多亩的蔬菜大棚里，辣椒、
茄子、黄瓜、豆角等蔬菜挂满了藤蔓。每天天还
没亮，周超就骑着三轮车给汨罗城区的菜市场
送货，忙得不亦乐乎。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周超是一个有担当的
人。 他的妻子正是看中了他身上的“阿甘精
神”，决定和他一起为梦想坚持。 14年来，他在
大棚蔬菜和“屋顶小菜园”项目上投入了很大
的精力，他从不说累；家庭的难处他从不愿向
外人提及，默默承受，也从不说苦。他一肩挑着
家庭，一肩挑着他的梦想，并乐此不疲。

对未来，周超满怀热情，他希望以后城市
的屋顶上或阳台上都会种满蔬菜和植物，大都
市中不只看到钢铁建筑也可以听闻鸟语花香。

37%
教育是最好的投资，这个观念逐

渐被中国家长奉为信条。 来自汇丰
银行新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教育的
价值：未来的基础》显示，中国内地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资金分配
中，37%将投向教育，占比最大。鉴于
高企的房价， 受访家长表示有 12%
的资金将用于未来为子女购置房
屋。 有趣的是，在目前创业浪潮下，
受访家长表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
持中将有 13%的资金用于支持子女
创业。

41.2%
日前教育部发布新闻： 近年来，

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年招生数、
在校生规模稳中有升。到 2015年，全
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达 1341 所，
招生数 348万， 毕业生数 322万，在
校生数 1048 万， 占到高等教育的
41.2%， 全年为社会提供技术培训超
过 2000万人次， 高职教育已经成为
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48.29%
湖南省政府日前召开全省普通

高等学校毕业生创业就业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 今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毕
业生为 34.4万人，比去年增加 2.8万
人。湖南省教育厅透露，截至 6月 20
日， 全省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
达 48.29%，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呈
现稳定向好的良好态势， 但就业形
势仍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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