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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管 遇 到 多 大 的 困
难，都要勇敢生活，不断为
人生添加五彩斑斓的颜色

■民生观R

近日，汶川地震幸存女孩牛钰受

到公众点赞。她踩着机械假肢在时

装周走秀的视频给很多人留下了深

刻印象。汶川地震中，年仅 11 岁的

牛钰失去了右腿，但她的人生却没

有因此走向消极。努力康复，积极

生活，追逐梦想，她的故事对我们每

一个人而言，都是一种鼓舞和激励。

向残疾朋友传递勇气和力量。

身体上的残缺是一种遗憾，是无法改

变的客观现实。牛钰也曾抱怨过命

运的不公，但她坚信“活下来、熬过去

就是一种幸运”，咬牙坚持，完成了对

自我的超越。对残疾朋友而言，如何

在生活中常燃希望，积极进取，牛钰

用自己的经历给出了答案。不管遇

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勇敢生活，不断

为人生添加五彩斑斓的颜色。

对身体健全的人而言，也深有启

发。人生难免遇到变故，一旦遭受挫

折，别泄气、莫退缩，值得拥有的东

西，永远都来之不易。只要鼓足勇

气，直面困难，在正确的方向上执着

前行，就会迎来曙光。磨难如同淬

火，使人百炼成钢。牛钰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困难

征服，而是去征服困难，让生命在淬炼中绽放光彩！

像牛钰一样，很多残疾朋友在逆境中奋起，一则则

拼搏故事让人钦佩、令人感动。篮球场上的独臂少年

张家城坚持训练，众多篮球运动员为之喝彩；复试考场

里的无臂考生彭超，认真书写、用脚答卷，最终考入同

济大学；乌蒙山里身残志坚的张顺东、李国秀夫妇不等

不靠，与当地村民同步奔小康……他们的身躯并不健

全，但他们为梦想奋斗的身影却无比矫健。

为他们喝彩，被他们感动，更要用实际行动，给予

残疾人群体最有力最及时的支持。在日常相处中，应

以鼓励与信任为他们遮蔽风雨。不以异样眼光去探究

他们伤痛背后的经历，可以关心但无需怜悯，可以帮助

但切忌看轻。更重要的是，在政策保障上给予倾斜，在

日常生活中搭把手、出份力，在帮扶成长上想办法、给

机会。在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参与下，残疾人的发展之

路必会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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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令人震撼的画面，一句

句感人至深的对白……前段时间热

映的电影《长津湖》不仅部分场景取

景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的天漠

影视基地，其中不少镜头的视效制作

还是由张家口一家特效公司完成的。

“我们团队负责完成后期视效

制作的镜头有 800 个。”张家口塞上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喜庆介

绍。王喜庆是张家口市职教中心动

漫专业影视后期方向的第一届毕业

生，此次参与《长津湖》电影制作的

50 名团队成员均毕业于这一专业。

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张

家口动漫人”。

2001年，张家口市职教中心开办

了动漫专业，至今已为全国百余家企

业培养输送了 3000 余名动画、游戏、

设计、影视后期等方面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张家口

动漫人”劳务品牌。创立 20 年，“张

家口动漫人”为何如此成功？“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张家口市职教中心副

校长王志东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围绕企业人才需求
校企合作研发课程

“我们专业的课程很扎实，教授

的内容和我未来想从事的工作完美

接轨。”今年 21 岁的贾玉婷是动漫专

业游戏美术方向的一名学生。两年

的专业课程学习，让她变成了一个精

通多种制作软件的游戏制作高手。

由于教学内容紧贴岗位需求，

如今动漫专业已成为全校的一大热

门专业。“尤其近两年，报动漫专业

的学生越来越多。”王志东说。可动

漫 专 业 刚 成 立 时 却 不 像 如 今 这 般

热。“当时学校没有这方面的师资。

这个专业要学什么，以后能够做什

么，大家都比较模糊。”首届动漫专

业班级的班主任孙少英说，优质的

师资和完整的课程体系是当时动漫

专业发展面临的难题。

难题如何破解？“企业的需要就

是我们培养的标准。”王志东说，在进

行多次调研后，深入企业、挖掘需求、

共 建 体 系 成 了 动 漫 专 业 破 题 的 关

键。2001 年，首届动漫专业开班授

课前，学校安排专业教学老师前往北

京相关行业企业学习了近 3 个 月 。

学校还和企业达成了合作，邀请企

业技术骨干参与授课的同时，成立

了专业建设小组共同研发课程。

很快，校企合作成效显现。“第

一届学生毕业后都顺利就业，专业

技能也得到了企业的认可。”王志东

说。为了更贴近市场需要，动漫专

业如今已从最初单一的动画方向发

展到包括游戏制作、影视后期等在

内的六大方向，而且每个专业方向

都建立了完整的课程体系。

【专家点评】张家口市职教中心

围绕企业和市场的实际需要，通过

校企合作推动专业体系建设，提高

学生技能水平，从而提升了学生的

职业发展空间。但也要看到，校企

合作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够逐

步实现的长期过程。企业和学校要

设立共同的培养目标，深度配合，长

期合作，才能逐步完善专业设置，提

升培养水平。

引入项目加强实战
培养学生核心技能

“我参与制作了新兴里攻击战

中的雪山特效，仅志愿军冲上雪山

这个镜头就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制

作。”说起参加《长津湖》特效制作的

经历，一向腼腆的刘华宇打开了话

匣子。“能够以在校生的身份参加特

效制作，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忘的经

历。”刘华宇说。

刘华宇是动漫专业影视后期方

向的一名学生。去年 9 月，刘华宇

进入第三学年，开始了为期半年的

专业技能核心课程学习。核心课程

引入企业项目实战，由合作企业派

出技术骨干进行授课教学。“项目实

战不仅让我扎实掌握了就业所需的

核心技能，也使我在之后实习、就业

中能够很快进入状态。”今年 3 月，

刘华宇进入张家口塞上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实习，半年实习期满后正式

成为该公司的一员。

“企业参与核心课程的教学，一

方面有助于培养更适合公司发展的

技能型人才，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

动学生毕业后更好地融入工作。”王

喜庆说，作为动漫专业的合作企业

之一，公司每年都会派出技术骨干

为在校生进行授课教学，并在之后

的实习中进行指导。

“动漫市场在不断变化，企业采

用的技术也在不停迭代更新。”王志

东说，学校和企业共同打造了“两学

期基础+两学期专门化技术+一学期

企业项目实战+一学期企业顶岗实

习”的“2211”人才培养模式。“前两个

学年由本专业教师负责素描、速写等

基础课程教学。第三学年，我们邀请

了几家合作企业，由他们派出技术

骨干，依据行业最新动态对学生开

展教学。”王志东说，为提升实训效

果，学校将企业工作室全方位复制

移植到校内，与企业共同建设了 860
平方米的产教融合实践基地。

“在实训基地，学生可以体验真

实的职业情境，参与制作真实的企

业项目。”王志东说。据介绍，动漫

专业师生已先后在校内完成了 300
余个企业实战项目，先后参与制作

了《美猴王》《喜羊羊与灰太狼》等

140 余部动画作品和《变形金刚 3》
《战狼 2》等 60 余部热映电影。

【专家点评】技 术 不 断 迭 代 更

新 ，企 业 用 人 标 准 也 在 不 断 变 化 。

张家口市职教中心将企业引入核心

课程的教学，与企业共同打造“两学

期基础+两学期专门化技术+一学

期企业项目实战+一学期企业顶岗

实习”的“2211”人才培养模式，帮助

学生形成核心技能，快速进入职业

状 态 ，为 职 业 教 育 提 供 了 有 益 的

探索。

构建完善保障体系
实习就业无缝衔接

“早在实习前我们就选好了就

业方向，毕业对我们而言就是正式

就业。”今年 20 岁的郭磊是 2021 届

动漫专业游戏制作方向的一名毕业

生。早在半年前，他便完成了自己

的就业选择。“在实习前，学校根据

我 的 综 合 能 力 为 我 提 供 了 4 个 地

区、3 个方向的就业选择。”郭磊说，

为了帮助毕业生选出最合适自己的

就业岗位，专业老师还搜集来了相

关行业资料，邀请 4 个地区的公司

总监为大家作详细讲解。

一番考虑之后，郭磊选择进入

上海一家游戏设计制作公司实习。

让郭磊倍感安心的是，专业老师不

仅时时了解他的实习情况，还定期

探 访 企 业 ，为 他 解 决 遇 到 的 难 题 。

实习结束后，郭磊顺利入职该公司。

就业顺畅得益于学校构建的实

习就业保障体系。“我们打通了实习

与就业之间的通道，让学生实习后就

可以实现直接就业。”王志东说，学校

为每一个专业方向都设立了一名实

习主任，由实习主任先深入企业和市

场调研，摸排出有需求的就业岗位。

前往各大城市、走访各家企业

……为了寻找到更多的合作企业，

学校领导和专业老师一有时间便一

家家上门“毛遂自荐”。如今，在共

同努力之下，动漫专业已和北京、上

海等地的 40 余家行业顶尖企业建

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经过多年摸索，我们已经走出

了一条‘校企课程共建、基地共用、

项目共研、人才共育、文化共融’的

专业建设之路。”王志东说，“未来，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企业的合作，根

据市场需求开设电竞等新的专业方

向，进一步擦亮‘张家口动漫人’这

一品牌。”

【专家点评】“张家口动漫人”劳

务品牌为学生提供了完整的课程体

系、丰富的项目实战机会、完善的实

习就业保障体系，并且随着市场和

企业需求的变动不断做出调整。这

样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帮助学生搭

建起了学校到企业间的桥梁，打开

了学生好就业、就好业的大门。

（点评专家为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

成刚，本报记者李心萍整理）

20年来培养 3000余名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参与制作多部热映动画及电影

校企手拉手 动漫产业兴
本报记者 邵玉姿

■劳务品牌促就业④R
核心阅读

近 年 来 ，河 北 张
家口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张家口动漫人”劳
务品牌，培养了一批
技能型人才：以企业
需求作为教学标准，
校企合作研发课程；
引入项目实战，依据
行业最新动态对学生
开展教学；打通实习
与就业的通道，让学
生实习后实现直接就
业……一系列举措，
让培养更具针对性，
让就业更加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