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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良才

  “世界布艺看中国，中国布艺看许村。”浙江省
海宁市许村镇的家纺产业经过了几十年的蓬勃发
展。近年来，许村新兴起女装产业集群，进驻到许
村镇的服装生产制造企业数达 800 余家，生产了四
季青市场、杭州电商平台过半份额的女装。不过，
海宁市许村镇政府原招商办主任沈月清告诉记者：

“随着行业发展和市场变化，当下许村的人才供给
已经明显跟不上产业发展。我们意识到，要想保持
产业的持续竞争力，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

2021 年，杭海龙渡湖国际时尚产业学院便应运
而生。这是一所由海宁市许村镇人民政府、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海宁市家用纺
织品行业协会四方共建的产业学院。它依托许村镇
的家纺产业优势，引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海宁市
职业高级中学办学经验，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为区域经济发展培育优质人才。

朱雯倩是杭海龙渡湖国际时尚产业学院艺术设
计专业的学生，她坦言，来这里上学是被优质的教
学资源吸引。“对我来说，在这里的学习经历充实
而富有挑战。”朱雯倩说，“学院积极组织了各类学
术讲座、行业交流活动，我有机会与业内专家面对
面交流和学习。入学以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学院开
放、包容，这里鼓励创新和个性发展，让我能充分
发挥创意。”

与其他校企联办学校相比，杭海龙渡湖国际时
尚产业学院有什么不同？杭海龙渡湖国际时尚产业
学院执行院长、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达利女装学院院
长郑小飞说：“学院整合了政府、行业、企业和学
校的资源，形成了高度融合的产教融合共同体。学

院按照中高职一体化 （五年一贯制） 的新型模式展
开人才培养。我们不仅在教学和实习上与企业合
作，还让企业参与学院的专业规划、人才培养标准
制定、教材课程开发以及科研技术开发等各个
环节。”

“在课程设置方面，学院设置了服饰产品研发、
家用纺织产品研发以及纺织文创产品研发 3 个方
向。”杭海龙渡湖国际时尚产业学院副院长、杭州
职业技术学院达利女装学院教授白志刚介绍，“每
个研发方向设立了 3 个产品研发工作室，每个工作
室都与一家企业对接，企业导师与学校老师共同组
成了教学团队。”

白志刚说：“以家用纺织产品研发方向为例，
学院与浙江艾诺纺织公司、杭州萨薇家居有限公司
等企业对接，开发‘家纺提花面料花型设计’‘窗
帘、遮阳布产品研发’等课程，学生可以实地学习
家纺产品的图案、款式设计，理解市场对家居美学
的需求。”

分组工作室上课模式

“我们画好的纹样很快就被企业制作为成品，
这样的体验很神奇！”学习纺织装饰艺术设计的翁
郑佳说，“不同于其他高职院校一位老师带几十名
学生上课，我们学院采用‘2 对 10’的分组工作室
教学模式，由 1 位学校的老师及 1 位企业老师指导
10位学生，这十分吸引我。”

翁郑佳在杭州森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项目组实
践。她说：“企业老师经验丰富，给我们许多产业
相关的指导，我们绘制的纹样可以很快得到打样，
还有部分布料被企业带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展出，这

让我们很有成就感！”
“昨天的课本教材很难跟上今天的市场需求。”

郑小飞说，“学生的作品之所以能这么快得到企业
的认可，是因为我们将产教融合贯穿教育教学改
革 全 过 程 ， 真 正 让 学 生 学 得 好 ， 学 的 东 西 用
得上。”

浙江斯泰堡纺织有限公司是学院的合作企业，
该公司总经理沈菊华介绍：“我们为杭海龙渡湖国
际时尚产业学院的学生安排了经验丰富的设计师，
在学生实践过程中给予全方位支持。此外，我们根
据学院的人才培养计划，为学生量身定制了‘香云
纱国风面料纹样设计实践项目’。项目是企业真实
运营中的一部分，能让学生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
产、设计、研发等环节中。目前有 20 多款产品已
经打样，部分产品已经投入生产。”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班舒畅说，在杭州诗季宝
科技有限公司实践时，自己的最大收获是学会使用
专业的设计软件 style3D，以此来完善和呈现创意。
班舒畅说：“在参与侘寂风纹样主题面料设计时，
前期的纹样设计、生产打样，后期修改、校色等各
环节都令我印象深刻。这次活动不仅让我学会了技
能，还对时尚设计产业的运作流程有了清晰的认
识，提升了审美能力。我能更精准地把握时尚潮流
元素，运用到实际设计中。”

“企业想要一招进来的毕业生就是工作熟练的
能手，产业学院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填补了企业和
毕业生之间‘磨合期’。”杭州森染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公司创始人总经理王羽飞说，“学校的专业划分
是大方向且固定的，但企业的岗位是灵活且细分
的，采用了这种教学模式后，学生可以接触到很多
原本接触不到的就业岗位，派生出很多新的学习方
向，学到的技能更具体、实用。”

记者获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博
士生专项计划首批入选 3226 人，他们将在拓宽
学术视野、增强学术锻炼、加快学术成长等方
面获得专项培养，托举期为 2025 年 1 月至 2026
年 12月。

中国科协于 2024 年 9 月启动实施该专项计
划，旨在让学术资源更广泛地惠及有发展潜力
的青年科技后备军。

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专
项计划主要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 30 岁以下理、
工、农、医学科门类的高年级博士生，开展为
期不超过 2 年的托举和培养。

相关工作主要由中国科协、全国学会、省
级科协和高校科协共同完成，重点为入选者提
供学术资助、组织吸纳和学术兼职三方面托举
服务。

学术资助主要用于入选者参加高水平学术
会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和开展出国 （境）
交流访学，中国科协按照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 万
元的资助标准为入选者提供资助经费。

组织吸纳包括帮助入选者在托举期内免费
成为托举全国学会的学生会员，表现优秀的入
选者可优先进入托举全国学会的相关专门委员
会，为入选者提供更多向业界优秀前辈学习请
教的机会，促进综合能力的提升。

学术兼职包括帮助入选者在高水平学术会
议、国内外学术组织担任兼职助理岗位，在学
术期刊担任兼职编辑助理岗位，助力他们追踪
前沿科研动态、深度参与学术交流、获得多方
学术指导。

此外，中国科协还将为入选者提供参加中
国科协年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世界科技
与发展论坛、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等重
大活动的机会，全方位为青年科技人才搭建交
流学习的平台。

据悉，自 2025 年起，专项计划将逐步扩大
支持对象人数到每年 1 万人左右，占每年相关学
科博士毕业生的 15% 以上。

           （据新华社电  记者温竞华）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医学已成为
医疗健康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近日在京举行的第四届医学信息
学学科发展大会上，聚焦“智能医学
时代：医学信息学学科的创新发展”
主题，与会嘉宾围绕智能医学的发展、
挑战与机遇，共同探讨医学信息学在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及技术创新等方
面的新路径。

智能医学，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融合多种前沿科技，挖掘人类生命和
疾病现象的本质规律，推动医学研究
和临床实践的智能化发展。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
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院士表
示，生物技术（BT）与信息技术（IT）的
融合发展，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
重要驱动力。医学信息学作为“医学—
卫生—健康”的赋能之术，在“促、防、
诊、控、治、康”六个方面和“语、药、械、
食 、居 、环 ”六 种 方 法 中 发 挥 着 重 要
作用。

据介绍，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
当下，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正在积极进行信息化建设战略布局，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让人工智能
真正赋能医学研究，以学科发展带动
技术创新，促进医学领域新质生产力
发展。

智能医学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技术
创新上，也在于其对社会健康福祉的
影响。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研究员董尔丹认为，数智赋能医
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的医
药卫生模式。AI 赋能健康医疗有望成
为我国健康科技跃升的潜在突破点和
增长点。

全 国 高 等 学 校 智 能 医 学 工 程 专
业第一轮规划教材启动仪式、“医信
杯”医学人工智能应用主题大赛启动仪
式……大会期间，相关项目的启动将推动我 国 智 能 医 学 复 合 型 人 才 培
养和学科建设步入快车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规划评估处三级调研员施韵指出，医学信
息学作为信息科技和医学健康相结合的产物，是推动卫生健康科技高
质量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王辰表示，这种新质生产力在医学上有着广泛应用前景，能够优
化疾病诊断、治疗、管理等各个环节，推动医学信息化、数字化、智
能化、智慧化发展。

此外，王辰还特别提到了临床数据中心和医学卫生大模型建设的
重要性。他强调了数据采集的重要性，只有将这些数据采集到并进行
分析利用，才能更好地发挥数智化在医学信息学中的作用。

董尔丹表示，要加强健康人力资源建设，提高生物医药领域的
创新投入，通过医工互补来解决学科交叉问题，推动医学信息学高
质量发展。

北京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国家研究院副院长张路霞探讨的“数
智赋能肾脏病防控管理”，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林浩添的“基
于智能手机的眼健康自我管理新模式”……多位专家分享了他们在
数智化赋能医学信息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进一步展示智
能医学技术的发展潜力。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副院长吴健表示，医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创
新研究需要不断突破技术瓶颈，提高 AI 技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
要加强医学、信息科学、数据科学等领域的交叉融合，进一步推动医
学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创新和发展。

此外，专家们还就智能医学工程课程建设、跨学科教育模式创新
与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他们认为，加强智能医学教育和实践
是培养未来医学人才的重要途径，也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力度，
确保智能医学技术的安全、可靠和合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所长刘辉倡议，进一步聚焦关键
技术，加强人才培养，携手推动学科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全面促进
智能医学领域研究、教育和实践的跨越式发展。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恒）

新型产业学院    
    打造本土人才库

本报记者  周姝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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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北斗智联
（江苏）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技术人员
正在生产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导航的汽车智
能中控导航设备。

                                    
                  王帅甫摄 （人民视觉）

杭海龙渡湖国际时尚产业学院学生在岗位工作室设计作品。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龙渡湖国际时尚产业学院学生实训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