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3日讯 昨日，《第
十七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决赛第五、第六场在湖
南长沙举行。从152名选手中脱
颖而出的全球15强在“汉语大
课堂”上展开激烈角逐，他们将
从本场比赛开始向五个洲的冠
军宝座发起冲击。

在这两场决赛中，“汉语大
课堂” 同样邀请了各具特色的
“中外出题官”为选手出题和互

动交流。《第十二届“汉语桥”世
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冠军贝乐
泰，是今天比赛的首位出题官。
他给学弟学妹们带来了一道读
音题，15强选手答起这道题来
也是得心应手， 很多同学都答
对了这道题。

出题官秦思源，他是“老北
京声音博物馆” 的创始人艺术
家。 这次他也带来了一道关于
“北京大爷街头吆喝声”的题目。

来自澳大利亚的司腾同学不仅
快速答对了这道题，擅长蒙古族
呼麦的他还主动在课堂上模仿
起题目中大爷的吆喝词，他独特
得唱腔，外放的表演引发课堂大
笑博得了现场阵阵掌声。

据了解，“汉语桥” 决赛将
于7月30日起每周一至周四晚
七点半在湖南卫视面向全球播
出。 ■记者 袁欣

实习生 余林钗 林思辰

本报7月24日讯 只要你是
长沙市中小学生， 这个暑假登录
人人通平台， 就可以免费共享名
师课程。记者今日从长沙市教育局
获悉，为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使用
网络资源进行学习， 提高学习效
率，减轻学生及家长负担，“长沙市
中小学生在线学习中心”将在暑期
（以下简称“学习中心”）适时推出
在线学习免费课程资源。在线学习
免费课程资源包括网络学习、直播
教学和校本辅导。此次暑假教学活

动统一通过长沙市“人人通”云平
台（rrt.csedu.gov.cn）对外开放，
学生需输入个人账号登录“人人
通”个人首页，选择左侧“学习空
间”栏目，进入“学习中心”。通过
“学习中心”首页，在“暑假专区”选
择课程，报名参与即可。

存在平台操作问题， 可通过
以 下方 式咨 询 ： 客 服 热 线 ：
400-8738779； 在 线 客 服 ：
644745803（QQ群）。

■记者 陈舒仪

本报7月24日讯 用实验室
的染色试剂把学校阳台变成一片
蓝色海洋、 在竞赛培训基地弄丢
了老师的单车、 大赛前每天沉迷
于乒乓球……和大家传统观念里
懂事听话的“学霸”不同，长沙市
一中的刘商鉴是个好奇心重、有
点“作”的孩子。在伊朗德黑兰刚
刚结束的第29届国际生物奥林匹
克竞赛中，他成功斩获金牌，并已
被保送至清华大学。

“00后” 刘商鉴小时候经常待
在农村，最爱做的事情是玩蚂蚁。刘
妈妈说， 大概一两岁时就喜欢蹲在
地上观察蚂蚁， 一两个小时也一动
不动。后来，他还喜欢捉蚂蚱，捉回
来甚至还成了家里的美食。“蚂蚱油
炸、烤熟，都可以吃啊。”刘商鉴的观
察力也很强， 学校里的花花草草都
被他采了个遍。

这个活泼自信的男孩子有时
还有点“作”。比如，完成常规实验
后， 他还喜欢研发些刺激新奇好玩
的实验。有一次，在实验室里和同学
打闹时， 他不小心将有机染色剂扔
出了窗外，结果地上一片蓝色，清洁
阿姨忙活许久都刷不干净。事后，刘
商鉴惭愧地主动跟教练认错， 回到
学校后他还利用有机物相似相溶的
原理，用酒精去刷地，最终还原了阳
台原来的模样。

在第29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
竞赛中， 刘商鉴和其他三名中国

学生全部拿到了金牌， 中国队也
获得了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比赛
既有实践也有理论， 其中有一道
题目考的是植物和环境， 提供几
种植物和几种土壤， 让选手分析
出哪种植物适合在什么土壤环境
生存。刘商鉴说，当时提供的都是
从未见过的中东植物， 但还是通
过实验，认真分析植物的成分，最
终获得了高分。在他看来，生物学
科既需要文科的记忆力与扎实勤
奋的功底， 又需要理科的理解力
与创造思维。目前，刘商鉴已保送
清华大学， 将进入生命科学学院
学习深造。

我省是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
匹克竞赛强省， 生物竞赛一直位
居全国领先地位， 长沙市一中在
国际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
中已取得8枚金牌、6枚银牌，金牌总
数和奖牌总数均列全国第一。 陈新
奇是学校经验最丰富的生物竞赛教
练，如何培养出金牌选手，他有着自
己独特的一套方法。“一定要凭兴趣
走竞赛之路才是‘王道’，如果带着
太强的功利心， 为了上名校而参加
竞赛，这是走不长远的。”陈新奇认
为，刘商鉴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
参赛毫无功利心， 但却能够把生物
当成游戏一样痴迷， 愿意为了这个
兴趣克服一切困难。
■记者黄京实习生杨嘉仪刘星言

通讯员 江晓华

这个国际生物奥赛冠军
好奇心重还有点“作”
教练陈新奇：凭兴趣走竞赛之路才是“王道”

湖南卫视“汉语桥”五洲冠军赛开赛
“在线学习中心”免费课程上线

近日，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29届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中，长沙市
一中刘商鉴获得金牌。 记者黄京 通讯员 江晓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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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精准资助”曲
寒门学子上学就业无忧

在湖南商务职院， 录取的
新生尚未进校门， 就会有老师
通过档案和资料对其进行精准
识别。 如果是来自湖南山区农
村的贫困学生， 只要递交申请
和相关证明， 不但能获得助学
金，还能进入校企合作班，入学
即签订就业意向协议， 并由企
业为其开通实习实训绿色通
道。2015年开办的“致公·湘贵
营销班” 便是这样一个精准资
助寒门学子的校企合作班。
龚瑞琪是“致公·湘贵营销班”
的首批毕业生。3年前， 家境贫
寒的他考入湖南商务职院，在
企业资助下顺利完成学业并通
过了专升本考试，今年9月他将
赴吉首大学读本科。“除了助学
金， 我还获得了直接进入企业
实习锻炼的机会， 提升了我的
综合能力。”

学院分管招生与就业工作
的院领导禹明华介绍，“致公·湘
贵营销班”的学生每人每年可获
企业资助2000元， 学校还将为
他们提供就业指导，企业给予多
次实习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校
企共筑爱心扶贫工程，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培育了一批区域经济
及产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湘
商’人才。”

“致公·湘贵营销班” 的开
设备受多方关注。7月5日，湖南
省政协副主席、 致公党湖南省
委主委胡旭晟，省人大常委、致
公党湖南省委专职副主委向佐
谊，省教育厅副厅长、致公党湖
南省委副主委应若平等到湖南
商务职院调研考察。调研中，胡
旭晟表示，希望“致公·湘贵营
销班”接下来要坚持校企合作，
提升“致公”助学品质，在办好
“致公班”的基础上，着力推动
“致公助学基地”的建设。

该院还优先接收小乡村贫
困高中毕业生，在校期间在申请
助学金等方面给予倾斜；对贫困
初高中毕业生， 在自愿前提下，

采取培训就业一条龙的“订单
式”帮扶，即根据企业要求进行
为期半年到一年的职业技术培
训，由湖南省供销合作社直属企
业优先提供就业岗位。

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院
长廖良林还告诉记者， 精准扶
贫工作其实也为该院学子提供
了支教、实践等平台和机会。该
校多名大学生先后奔赴盐井村
上盐井小学支教。 酒店管理专
业的蒋怡华担任了半年的支教
老师，颇受山村孩子们喜欢。

奏好“精准培养”曲
助力产业扶贫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 推进
扶贫工作，可谓是一种由“输血
式”向“造血式”扶贫创举。在湖
南商务职院院长李定珍看来，
职业教育对接产业、 对接岗位
的特点切合了贫困地区产业扶
贫的发展需求。“高职院校培养
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完全能很好
地活跃在精准扶贫的大舞台
上。”为此，该校今年与企业联
合创建了“雪峰山旅游学院”。

7月7日上午， 湖南商务职
业技术学院与湖南雪峰山生态
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在雪峰山穿
岩山庄举行校企合作签约授牌
仪式，共同创建“雪峰山旅游学
院”。 院长李定珍介绍，这个校
企共建的二级学院， 将深度对
接雪峰山生态旅游资源、 古宗
祠遗存、花瑶文化传承基地，对
口培养雪峰山生态旅游服务、
古村落遗址运营与管理、 民宿
酒店运营与管理、 花瑶文化保
护传承等一线管理和服务的技
能技术人才。

“雪峰山旅游学院”的成立
也拉开了湖南商务职院在雪峰
山旅游职业教育扶贫的序幕。7
月18-21日， 该院还成立了雪
峰山旅游职教扶贫先期工作
组， 对雪峰山腹地深度贫困村
寨进行深入调研， 同时与湖南
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携手
对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所

辖山区进行管理和服务技术深
度对接， 着手开展校企联动职
业技术扶贫， 逐步推动湖南旅
游职教扶贫计划。

唱响“精准就业”曲
打造农村电商“生力军”

罗钦是湖南商务职院2013
届毕业生， 通过开办网络茶叶
公司，2016年，他带动湖南安化
县东坪镇百选村贫困农民和福
建省福安市社口镇坦洋村茶农
增收60余万元。

湖南商务职院党委书记周
忠新介绍， “学校依托供销社
行业办学， 发挥自身长期为农
服务的优势，创新教学方法，成
为我省最早开始培养农村电商
人才的高校之一。”近5年来，该
院已培养出近3000名农村电商
专业人才， 其中半数以上正在
为贫困农民提供服务。

在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模式
上，该院还创造性地采取“理论
教学+项目实训+轮岗实习+创
业孵化”的方式，实行校企双管、
双育、双创教学，取得良好效果。
周忠新表示，一批批学子学成后
积极投身创业实践，为促进我省
乃至我国农村电商发展，带动贫
困农户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
用，真正实现“精准就业”。

通过与校外资本合作，该
校参股“网上供销社”和“鑫瑞惠
民供销（湖南）”两家公司，投身
农村电商市场，同时也为学校农
村电商教育提供绝佳的“实训”
机会。近两年，两家公司累计实
现农村电商交易额接近37亿
元，6000多户贫困户受益。

党委书记周忠新认为，高
职院校在技能扶贫上， 有着得
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要鼓励
培养的技能人才走进贫困山
区，服务于‘三农’；另一方面，
学校也要走进农村传授技能，
让广大农民掌握一技之长，实
现技术就业创业， 彻底摆脱贫
困‘帽子’，这才是高职院校教
育扶贫攻坚的着力点。”

湖南商务职院奏响教育扶贫“三部曲”
“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就业” 扛起职教扶贫的一面大旗

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中肩负着“拔穷根”的
重任。作为高职院校，如何发挥资源、专业和人才优势，适应贫
困地区经济发展需求？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作出了很好的探
索。近年来，该院奏响教育扶贫“三部曲”———“精准资助”、“精
准培养”、“精准就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扛起职业教育助力
精准扶贫的一面大旗。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通讯员 禹明华 廖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