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院女孩，毕业即当公司合伙人
本报记者 夏民

2025年6月18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钟齐 视觉编辑/姚培 周亚莉 校检/朱云霞 关注 05

6月 11日8时，毕节职业技术学
院计算机应用专业 （数智学徒班）
学生何佳瑶与室友准时出门，前往
位于毕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作
室上班。打开电脑是海南某自然保
护区复杂的GEP （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项目PPT。临近毕业还有一个多
月，但她已经跳过了求职阶段，成
了一家公司的合伙人。

2022年，何佳瑶通过中职升学
顺利进入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原本
选择学前教育的她被调剂到计算机
应用专业。“虽然跨专业，但我想着
只要能把学历继续提高就好。”何佳
瑶说。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学院在
统一战线帮扶下与相关企业合作开
办的“数智学徒班”开始选拔学员。

“老师说这个班的文化课在学校
学，专业课则是直接上手做真正的
互联网项目。我当时是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报名。”然而，这一试，不仅

改变了她的学习轨迹，更将她提前
推向了职业发展的快车道。

进入学徒班后，何佳瑶经历了
认知的彻底颠覆。传统教室里枯燥
的代码练习变成了解决实际问题的

“真刀真枪”。大一学习基础，大二
开始，她和同学们便在老师的带领
下扎进实践一线：在七星关区的

“数字小院”参与基层治理项目，为
“乌蒙玄凤”智慧养鸡场提供技术支
持。

“那种感觉和坐在教室里完全不
同！”何佳瑶感叹道，以前我一直以
为计算机专业就是关在房间里写代
码，没想到它也可以和乡村治理息
息相关。

6月，毕业季悄然来临，原本还
想着继续升学的何佳瑶选择了另一
条路，成为公司合伙人。

原来，“数智学徒班”的模式并
非简单就业，而是以项目孵化为核
心，直接带动学生创业。毕业时，

她和同班的何祁安等几名同学，依
托在校期间积累的项目经验和资
源，加入“数智学徒班”孵化的毕
节市横渠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继续
承接来自各地的互联网项目订单。
他们的工作室设在毕节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内。

“今年上半年，我和小伙伴们粗
略算了一下，单凭海南的GEP项目，
每个月收入加起来能有近 1 万元。”
何佳瑶介绍，在老师的带领下，公
司的项目越做越多，范围也越来越
广。

身份的转变来得迅速而自然，
何佳瑶已不再是纯粹的程序员。她
需要带领毕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智学徒班”的学生们参加比赛，
指导他们进行项目开发，还要负责
与客户沟通需求、分析方案、协调
资源。

何佳瑶的“跳级人生”并非偶
然的个人幸运，而是毕节职院探索

“政校企村四方联动”职教新模式下
的一个生动缩影——政府提供政策
支持与场景，学校输出系统化课程
体系与实践场所，企业导入真实项
目和技术标准，乡村则提供了技术
与需求融合的广阔舞台。

目前，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数
智学徒班”已注册了15个商标并成
功申请了8项专利，还有9项专利正
在申请中。学院院长桂祥友介绍，
近年来，该“数智学徒班”已成功
孵化11家各有侧重的创业公司，业务
覆盖数字农业、智慧社区、基层治
理、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下一
步，将持续深化该模式，实现“学
习即双创、毕业即就业、市场即考
场、学分即股权”的产教研赛创一
体化发展模式，形成面向乡村全面
振兴数字经济服务体系，推广职业
教育育人新模式，努力为毕节建设
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提供数字化
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毕业证还没到手，陈世杰已经
获得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的垂
青，在转向架车间实习。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是西南
地区唯一的铁路货车修理基地，具
备年修1.5万辆、新造3000辆货车的
能力。2024年，该公司营业收入达
19.65亿元，完成铁路货车修造12944
辆，发展势头强劲。“下个月回学校
领了毕业证，就要与公司签劳动合
同正式上班。”陈世杰说。

陈世杰今年21岁，是贵阳职业技
术学院轨道交通分院铁道供电技术
专业应届专科生。当年中考，他的成
绩本可以报读高中，却在表哥的影响
下选择就读职校，而后通过分类招生
进入大专院校学习。“我哥哥就是靠
技术，获得了一份稳定且收入不错的
工作，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

虽然坚持“靠技术吃饭”，但选
择什么专业、将来能干什么、职业
前景如何，陈世杰起初也忐忑。“我
一直向往投身铁路事业。得知贵阳
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分院是贵州
省目前唯一具有铁路行业背景、铁
路主专业最完整齐全的高职办学单
位，我相信选择这里能更加接近理
想。”陈世杰最终选择就读该院的铁
道供电技术专业，主攻保障铁路运
行背后的能源稳定和安全，包括接
触网等检修维护。

“这个专业看似冷门，却是铁路
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陈世
杰表示，铁道供电技术从来不只是
一门“维修电线”的手艺，它正站
在智能运维和绿色转型的风口上，

为铁路系统的升级换代提供有力的
技术支撑。“只要抓住这个方向深
耕，就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
实的基础。”

这方面，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轨
道交通分院在创办之初便有了前瞻
性考量。根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贵阳市公共交通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等国企，以及宁德
时代、比亚迪等新能源头部企业的
人才需求，该院积极推动校企双方
围绕师资互派共享、人才培养方案
制定、技能大赛事项共办等方面展

开合作，实现课业跟着产业走，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

“我们专业课的老师就是企业的
技术工匠，教学更加注重实际操
作。”进入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实
习后，陈世杰无数次受益于读书时
产教融合的课程经历，“比如车间现
在使用的软件系统，大部分都在学
校里学过，检修车辆的部分工艺也
是‘一点就通’。”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这
句话在陈世杰身上得到了验证。“我
真的很庆幸选择了这个专业。如

今，我也成了凭本事吃饭的人。公
司待遇很好，为员工缴纳六险二
金，还提供食宿。”陈世杰对于当下
的工作与生活很是满意。他认为，
职校生同样能在专业领域发光发
热。“专业知识扎实、身体素质过
硬，有责任心及团队精神的人才，
不愁找工作。”

他还提到，班上的 57 个同学，
目前超半数都接到了企业的录用通
知。“我会继续保持学习热情，学好
技能，希望未来职业道路上走得更
远、变得更强。”

铁道供电这碗“技术饭”，真香！
本报记者 杨唯

陈世杰（右）和老师在一起。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分院学生测量轨距。

毕业季来临，当其他毕业
生还在向各处投简历时，黔东
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文化
创意产业系 2022 级学生杨美
怡，早在年初就凭借所学专业
技能，拿到了自己心仪的贵州
绣娘文化有限公司的offer，正
和同事们一道将公司生产的文
创鞋销往全国各地。

今年22岁的杨美怡是铜仁
市松桃自治县人，从小就对美
术和民族文化具有浓厚兴趣。

“2022年高考结束后看到黔东
南职院在招服装设计与工艺专
业，就直接填报了第一志愿，
努力把兴趣爱好变成职业。”
杨美怡说。

两年多时间里，当同龄人
追逐流行时尚时，杨美怡却沉
浸在传统刺绣和蜡染的世界
里。在学校里，她认真学习服
装设计、结构工艺以及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知识，尤其是缝
纫、制版、剪裁、色彩搭配等
核心工艺，为走好技能成才之
路打基础。

踩缝纫机是服装设计与工
艺专业必备技能。“在缝纫过程
中，注意力要集中在布料的走
向上，用手轻轻引导布料按所
需曲线前进。遇到转弯处，提前
放慢速度，同时根据布料厚度
和缝纫要求，灵活调整压脚压
力。”杨美怡说。

2024年秋季学期开学，新
一轮的秋季校园招聘会在黔东
南职院拉开帷幕。准备了许久
的杨美怡向多家企业投递了简
历。当时虽然错过了贵州绣娘
文化有限公司的面试，但她后
来鼓起勇气通过已面试成功的
同学，向公司负责人刘海峰发

去简历，很快得到回复，并成
功入职，提前锁定了专业对口
的“饭碗”。

该公司是麻江县2021年引
进的文创产品企业，致力于手
工刺绣、蜡染、扎染、型糊染
等非遗文创产品的研发、设计
和生产。公司借助智能机器，
通过“传统技艺+现代创意”
生产文创产品，深受省内外市
场青睐。

“之前就听说过这家公
司，有很多学长学姐在里面就
业，各方面反馈都不错，我就
想试一试，没想到很快就被录
用。”杨美怡难掩欣喜。

今年 1 月 4 日，杨美怡来
到公司开始入职前的实习，从
基础手工做起，很快展现出专
业优势。1月 15日，公司上马
石生产中心投产，杨美怡被调
往凯里分厂担任技术员，和另
外一名同事负责车间的技术管
理工作。

在传统技艺传承中常见的
“老带新”模式，在这家公司
变成了“新带老”。“孃孃们的
苗绣经验比我丰富，这项工作
很有挑战。”杨美怡说。5个月
时间里，她既将学校所学运用
到实际生产中，也在不断积累
管理经验。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
作，我非常珍惜。以前年轻人
关注非遗的不多，现在融入现
代元素后，非遗也可以很时
尚，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
欢。”

在公司，杨美怡找到了
传统与创新的结合点，正用
一针一线编织着自己的职业
梦想。

热爱非遗
她把兴趣变成职业

本报记者 潘晓飞

杨美怡缝纫布料。

贵州绣娘文化有限公司生产的鞋子。

又是一年栀子花开时，毕业生即将踏入社会，开启人生新篇章。他们如何完
成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角色转变？这不仅是个人的成长课题，更折射出高等教育
与市场需求的适配程度。这一组稿件，聚焦这一关键过渡期，通过记录毕业生的
求职就业故事，呈现当代青年在职业发展中的探索与实践。

何佳瑶讲解海南GEP项目。

何佳瑶参加七星关区朱昌镇“乌蒙玄凤”智慧养殖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