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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4岁到 89岁
突破边界人人上大学

2019年 7月 23日，建行上海市
分行迎来了“金智惠民”年龄最小的学

员———4岁的玲玲。她的老师则是暑
期下乡实践活动同学，下乡学子来到

上海金山区张堰镇爱心暑托班，给小
朋友讲解与人民币相关的知识内容。

2019年 8月 1日，建行上海市

分行迎来了“金智惠民”年龄最大的
学员———89岁的林爷爷。在松江区

“幸福老人村”，建行的员工们为当
月过生日的老人们庆生共唱生日

歌，宣传如何识别和防范金融诈骗。
年龄，从来不是学习的界限。建

行人走访街道为普通民众宣传人民
币反假知识；踏上海军舰艇为现役官

兵介绍理财知识；深入南汇农村到田
间地头与村干部、农民们共话乡村振

兴；来到工地为建筑工人送上“民工

惠”产品并组织他们的子女参与夏令

营；组织科创人群和企业家们在张江
高科技园区进行科创相关专题培训；

走进海事大学等各院校设立金蜜蜂
银行为老师同学近距离传播金融理

念；联合残联、文联在上海展览中心
友谊会堂为残疾人、退伍军人、个体

工商户等普惠群体举办文艺汇演传

承红色精神。建行上海市分行“金智
惠民”培训覆盖了各类人群，人人都

能来建行大学当学生。

从财商教育到垃圾分类
紧贴需求因材施教

在组织“金智惠民”培训时，如
何兼顾各方需求？建行上海市分行

工作人员介绍道：“在课程设置时，
一定要注重全行联动，在基层的每

一个支行都很了解民生百姓以及客
户的需求，把需求带回来，业务条线

的专家发挥自己的专业能力，设置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课程来促进大

家更好地学习。
对学生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

对金融知识有基础的概念，为此建
行大学打造了“校园金融十大课

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推出
“大、中、小幼”三个系列课程，内容

涵盖货币世界、走进银行、财商培

养、金融安全等不同类别的内容。
对郊县农民来说，他们最需要

的是如何让资产保值增值，建行大
学准备了“不落俗‘套’，治家有

‘方’”专题课程，介绍乡村振兴背景
下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新机遇，

并从乡村家庭资产配置理论详细介
绍乡村养老服务、子女教育规划、乡

村医疗服务等内容。

对普通百姓来说，今年极为关
心的就是垃圾分类，在上海刚开始

实施垃圾分类时，建行将垃圾分类
知识与反假知识宣传、反洗钱知识

普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征信安全知

识、网络安全知识、理财知识一同进

行宣传，深受社区百姓喜欢。

从乡间田野到 5G银行
打造魅力课堂

103名在校大学生，18支实践
队伍，26个日夜，在上海的郊区书

写了一篇青春回忆。建行大学上海
市分行“金智惠民-乡村振兴”万名

学子暑期下乡活动，组织实践队员
担任“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点“推

广大使”，进行“金智惠民”宣讲，到

营业网点跟岗实践，送专业知识下
乡，参加公益爱心活动，开展农村调

研。让一批有爱的青年学子用青春
奋斗，践行公益扶贫上的每一步。

配乐诗朗诵，观看纪录片，演绎
《红灯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在

喜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建行
上海市分行与上海市文联、上海市

残联共同举办“初心不忘铸忠魂 使
命担当再出发”主题活动，一同学习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老英雄
的英雄事迹，带领大家回顾战斗时

期的峥嵘岁月和新中国崛起的光辉

历程，为祖国母亲庆生。

“您好，我为您找到了以下适合

您的课程⋯⋯”当智慧教育机器人
“小微老师”亮相沪上首家“5G+智

能银行”虹桥会展支行时，也成了建
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进博会期间，

建行大学携手人工智能，在网点打
造了建行大学体验区，将 VR党建

课堂、“金智惠民”智慧课堂、5G+智

能银行风采全面载入“共享空间”，
融合 5G、物联网、生物识别、人工智

能等金融科技，将网点打造成无边
界的学习互动场所，让客户在这里

体验休闲场景办业务，碎片时间“上
大学”，举手之劳做公益。实现资源

共享、知识共享、价值共享，感受新
时代、新金融、新生态企业大学的魅

力和风采。
未来，建行上海市分行将会继续

以初心砥砺前行，以使命凝聚力量，
推出金智惠企、金智惠政等子品牌项

目，进一步加强与新金融产教联盟高
校的合作，拓展创新实验室等高科技

孵化基地，提供更加多元淳厚的课
程，让每一位来建行大学的人都能学

到自己想学的知识，通过“金智惠民”
让金融服务的温度越来越暖，让普惠

大众的道路越走越宽。

去年12月，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宣布成
立建行大学。一年间，建行大学在发展教育的路
上做了很多探索，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学子暑
期下乡实践⋯⋯每个动作都让人们对金融机
构办大学，职业教育的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建行大学的“金智惠民”项目立足于为普通

百姓普及金融知识，建行上海市分行因地制宜，
以育人为根基，深入了解各类不同人群的培训
需求，整合多方资源，打破年龄、课程、形式的束
缚，办了一所没有边界的大学。截至目前，建行
上海市分行已经举办培训943期，累计培训人
数 40982 人，打造了都市裕农、科创先锋、民
企乐惠、普惠金服、乡村振兴、校园乐学等针对
不同人群的培训课程，因其针对性强、师资专
业、后续配套跟进获得好评。

以人为本 富有意蕴的建行大学

    上个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

身学习研究所所长戴维·阿乔莱那
来到临港新片区，考察了这座现代

化新城的教育现状，对临港“儿童
大学”的模式经验连连称赞。“儿童

大学”构建了突破学段壁垒的大教
育体系，也是大家熟知的、临港摸

索的第一所虚拟大学。

可你不知道的是，另一座虚拟
大学不久也将在这片开放的热土

上“拔地而起”。记者从昨天召开的
临港新片区产、教、城融合新发展

论坛上获悉，“临港新片区产业大
学”正在计划建立中。

培养高质量人才
对于揭牌成立近 4 个月的上

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来说，人才

资源是集聚国内外高端创新要
素、开展创新协同的重要基础。论

坛上，建立“临港新片区产业大
学”的倡议一提出，就让与会嘉宾

眼前一亮。

计划中，这所虚拟大学将与临
港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临港创新

管理学院等职业教育平台密切对
接，共享学校与临港集团拥有的实

训设备与教学条件。采取订单式培
养、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学交

替等方式，配合临港新片区产业所
需人才，加深校企合作培养模式。

“临港新片区产业大学”采用

独立运行的模式，结合新片区重点
产业与人才需求，打造核心专业，

建立从青少年职业体验、一线职工
技能提升、工程师职称培训、高端

人才继续教育的新职业培训体系，
为新片区企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技

术技能人才保障。

临港集团创新管理学院执行
院长李刚表示，针对人才大量需

求，产业大学为在校大学生和产业
员工提供培训，培养学术和职业经

验的复合型人才。利用临港新片区
本身具有大量企业的优势，进行资

源整合，从而推动临港新片区人才
培养和经济发展。

“学生在临港新片区企业的实
习、就业的机会增多，企业可选择

人才的机会也随之增多。产业大学
可以把企业引到学校，为学生提供

培训，也为学生节约经济、时间成
本。”上海电机学院校长胡晟表示。

引导就业各有妙招
论坛上，“临港区域高校联盟”

正式更名为“临港新片区高校联

盟”，上海海事大学当选为新一届
联盟轮值单位。自去年 9月成立以

来，联盟协调各成员高校加强合
作，促进教育资源共享，“学生受

益、教师受益、社区受益、企业受

益，临港地区产教城融合发展”的
良性态势逐步显现。

又是一年招聘季，今年临港高

校的就业又呈现了怎样的新面貌？

上海海洋大学就业中心负责人晏
萍告诉记者，随着目前临港新片区

建设需要大量优秀毕业生力量的
注入，引导毕业生在新片区就业

正在成为学校就业指导工作新的
着力点。“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我

校超过半数毕业生有意愿留在临

港地区工作，超过 40%的毕业生
比较关注临港新片区的人才引进

工作，三成毕业生更关注新片区产
业发展前景。”为此，该校在招聘会

都会设立政策咨询窗口，为毕业生
提供解读。

“2019年，上海电机学院留在
临港区域的人数达到 157人，创历

史新高。毕业生在临港新片区学习
本领，学成服务临港发展渐成潮

流。”胡晟校长表示。
今年，上海海事大学共有 103

名毕业生在临港就业。其中本科生
主要选择交通运输、网络科技、智

能科技等企业；研究生则主要流入
交通运输和教育行业。该校与临港

管委会、临港就业促进中心合作，
大力引进临港用人单位来校招聘。

今年“双选会”上，临港用人单位达
到 67家。“近年来，我们每年的职

业生涯规划月都会邀请临港的企
事业单位代表做嘉宾或评委，不仅

给学生上课，而且给学生提供了切
实的就业指导和建议。”该校相关

负责人介绍。

本报记者 郜阳

临港将再建一座虚拟大学
对接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加深校企合作模式

    弧形的线条交错，隔出隧道般

的阅读空间。 图书馆尽头，则是一
间古韵悠长的“文墨书香”博物馆。

熨烫宣纸的熨斗、形状如一支毛笔
的墨、 民国时期的书桌椅……300

余件展品各得其所，在灯光的映照
下，吸引着一群又一群好奇张望的

小朋友。

去过静安区和田路小学很多
次，但是，昨天看见这块区域，还是

觉得有些陌生。校长张军瑾揭秘，原
来，这是经过了好几年“退租还教”，

沿街一排杂乱的小店“还”回来的空
间。虽然只是狭长的一条，但经过精

心设计，完成了这次小小的革新。

一次，张校长问孩子们，我国

有哪些创造发明？孩子们七七八八
说了一些，但大都集中在四大发明

上。 她就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有
着缺陷？中国的孩子究竟该怎样学

会创造？ 于是，她和科研室主任倪
哲宇领着一群老师开始给自己“出

难题”。 在“螺蛳壳”里筹建了小小
的校园博物馆不算，老师们围绕中

国传统文化主题， 原创了一整套

《正在创造》读本。

翻开书页，惊喜不断。 原来，中
国传统文化不仅可读可赏， 还能玩！

比如“未来工程”板块融入了不少新

技术设定任务，用定格动画的形式拍
一个水墨动画短片，设计一座抗震建

筑，探究墨色深浅对溶液 pH值的影
响，制作一枚有芯片的指南针，为青

花瓷设计一场拍卖会……下个学期，

校门另一侧的这幢楼也要变身了，

给孩子去探索和体验。

在上海，和田路小学以“创造教

育”闻名。然而，论生源，这所公办小
学顶多算是普普通通。 是这群热爱

“折腾”的老师，每个学期围绕一个

主题“逼”着孩子们想点子，做课题。

眼下时髦的 PBL项目化学习，在这

儿早就开始了。用纸板箱搭建筑，为
校园设计安全装置， 做一份普通劳

动者调查……难得的是，每一次活
动都是全员参与， 没有一项任务是

“学霸”专属，或者为了追求呈现效
果完美而由老师代劳。

这是个不断生长的校园，隔三

差五去一次， 就能看到墙壁上、走
廊里， 又会多出一些小置物架，孩

子们的各种作品被隆重呈现出来。

最近， 校园里又多了不少二维码，

扫一扫，学生作品的产生过程跃然
屏幕。 教育的温度，也就从这角角

落落里， 热气腾腾地透了出来。

新民随笔教育新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