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是

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

案的省属公办高等职业院校。2024
年 7月，学校成功入选贵州省高水平

高职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历经 78 载

栉风沐雨，学校始终秉承“尚信笃

行 德高技精”的校训精神，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扎根贵

州、服务商贸”的办学定位，已累计

培养 10 万余名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是贵州省商贸行业和服务产

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学校创新提出“AI+新商科”人

才培养理念，“文旅创意设计”省级

高水平专业群构建了“三环四化”人

才培养模式，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技

术，着力培养兼具商业思维、科技思

维、设计思维的新商科数智创意设计

技能人才。专业群秉承“以生为本、

跨界融合、学习驱动”的教育理念，

聚焦“数智创意设计工匠”培养目

标，构建起“培养模式-教学策略-
教学场域”三维联动的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新体系。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搭建“数智创意设计工匠”
培养闭环

学校“文旅创意设计”省级高水

平专业群以培养服务贵州文旅产业的

“数智创意设计工匠”人才培养目标

为中心环节，以人才培养的教学体

系、实训体系、质量体系和管理体系

四大体系为实施环节。在特色环节上

对应四大体系完成“模块化、职场

化、工匠化、数据化”“四化”创

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环四化”

人才培养范式。

学校深度整合行业资源，采用项

目驱动、任务导向等多元化教学方法

和融入增值评价的多元评价模式，创

新打造了以非遗数字化传承与保护、

城镇旧房装饰改造设计、贵州山地民

宿设计等真实项目为载体的模块化课

程体系；建成省级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文旅创意设计标杆基地和系列职

场化实训工场教学场域，形成“就业导

向-目标引领-环节共通-特色创新-人

才输出”的人才培养闭环。

期间，专业群先后培养高素质高技

能“数智设计工匠”6000 余人次，学

生就业率高达 96.38%，服务文旅行业

企业达 68%。

创建三阶教学策略，打
造“校企协同”育人新生态

基于文旅行业招聘需求大数据分

析，75%以上的企业将“AI工具应用能

力”和“跨学科项目经验”作为核心用

人标准。面向这一需求，学校主动把握

贵州文旅创意产业升级需求和技术变革

趋势，高标准打造贵州文旅创意设计研

究院、贵州创意设计人才教育培训基

地、网易有道数字艺术产业学院，携手

华为、小米、京东、网易、中望等 195
家行业领军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通

过牵头组建贵阳市数字技术应用产教联

合体，重点打造花果园校区开放型产教

融合实践中心、“校中厂”生产性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厂中校”数据技术应

用训练基地，落实校企双主体育人、以

双创引领、双证书指引，实现校企资源

的优化配置，形成“一中心两基地”

产教融合新格局。

企业深度参与“一阶基础技能养

成-二阶专业技能提升-三阶创意能力

进阶”“三阶”培养体系，将企业典型

生产性项目融入教学全过程，在“创

意-设计-制作-生产-运营”链条上

培养学生三能进阶。学校教师、企业

导师、技能大师驻校开展“三师课

堂”，学生年均参与企业项目 126 项，

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期间，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不断增强，

参与的真实项目先后荣获教育部教指

委一等奖、二等奖共 5 项；完成数字

乡村规划设计与山地民宿设计项目 20
余项，贵阳龙洞堡 T2 航站楼部分室内

装饰、老旧小区改造等空间设计 150
余项，“山与饮”矿泉水、云舍茶叶、

牛干巴等贵州特色农产品创意设计 60
余项。

创设五维教学场域，赋能
学生“跨界融合”职业胜任力

学校创新构建“课堂教学+虚拟仿

真+实训工场+云端平台+社会实践”五

维耦合育人场域，通过 XR数字融媒体

中心、城镇旧房装修仿真实训系统、

贵州民族民间非遗技艺体验中心、文

旅创意设计标杆教学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等高端教学载体，实现“艺术设

计+数字技术+文旅运营”跨界能力培

养；高标准建成“文化创意设计研究

院”科创平台，下设“AI+山地民宿

研究创意工作室”“传统建筑营造技艺

数字化传承工作室”“贵州少数民族原

生图形符号研究工作室”等 13 间教师

工作室，深度融合贵州人文历史、民

族文化、建筑艺术、非遗传承等多元

学科知识，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

交叉融合。

近 5年，专业群学生在国家级、省

级职业技能大赛、“互联网+”等赛事

中共斩获 200 余项奖项，其中一等奖

（金牌） 85 项，二等奖 62 项；146 名学

生获免试专升本资格，师生获“全国技

术能手”称号 1 名、“贵州省技术能

手”称号 6名，多名学生获评为“贵州

村 T 女孩”“贵州旅游推介官”等荣誉

称号；学生双证书获取率高达 96%，充

分彰显了学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卓越成果。

展望新时代，逐梦新征程。贵州电

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及“文旅创意设

计”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将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持续深化“三环四化”人才培养

模式，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创新的举

措，在职业教育领域开拓前行。同时，

学校将进一步拓展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

度，构建更为紧密的校企命运共同体，

将企业资源与教育教学精准对接，为学

生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和更前沿的技

术学习机会，着力培养更多具备卓越商

业思维、精湛计算技能和独特设计创意

的“数智创意设计工匠”，为贵州建设

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战略提供源源不断的

人才支撑。

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革新人才培养体系 赋能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信息来源：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广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作家刘震云不久前碰到一个外卖小

哥，对方拿出一本 《一句顶一万句》让他

签名。外卖小哥平时“等活儿的时候就看

上一段”，觉得刘震云写出了“自己没想

出的道理”。

在第 31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以
下简称“图博会”） 的“BIBF 大使会客

厅”活动，刘震云讲述了这个小故事。

截至目前，刘震云的作品已被翻译成

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意大利

文、瑞典文、捷克文等 30 多种语言，全

球销量达 1500 万册。小说的 IP 改编，在

国内外成绩斐然。

而外卖小哥那件事让刘震云感慨，什

么叫把一本书写好了？就是一本书说出了

其他人、其他书没能说出的道理。好作家

能够“用最质朴的语言说出最深刻的道

理”。而且，“文学对人性和灵魂的探讨永

远是没有止境的”。

获取安顿内心的“道理”，寻找探索

世界的答案，是我们对阅读的期待，也是

出版业存在、发展最朴实的根基。

本届图博会既是一次出版物的集中展

示，也是一场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的国际

嘉年华。透过图博会，我们能看到关于阅

读的哪些新动态？当下出版业又为读者们

带来了怎样的新气息？

出版“走出去”，让世界更
全面理解中国

作家麦家的作品已被翻译成 34 个语

种，在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

“在中国，我觉得写作似乎是我个人

的事；但当我面对世界时，写作就不仅

仅是我个人的事。当世界希望了解中

国，我很幸运地被‘点了名’，成为向世

界讲述中国故事的代表之一。”本届图博

会上，麦家与 30 余位汉学家、翻译家、

出版人齐聚一堂。他期待携手国际伙

伴，“让母语走得更远，让世界更全面理

解中国”。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图博会的关

键词。图书版权输出，让世界看到中国文

化的光芒。

《乡村振兴的维度》 实现英文、哈萨

克文、阿拉伯文、日文版权签约，《中国

方案：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阿拉伯文版

权输出；《中国文学新力量丛书》 西班牙

文版权输出，《中国货币通史》 英文版权

输出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出版社……

这些传播中国价值观念、富有时代意蕴的

主题图书的版权输出，为世界了解中国打

开了新的窗口。

作为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出版机构，

中华书局自创立之初，便肩负着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多年来中华

书局持续推进经典译注在全世界的传播和

推广，本届图博会展出的 《论语》《老

子》 波斯文版以及 《孟子译注》 越南文

版、《老子注译及评介》 俄文版就是 2024
年的最新成果。

刘震云说，39 年来，北京图博会一

直秉承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方针。

“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跟别人交流的目的

是什么？是要知道别人，知道别人才能知

道自己，取长补短才能文明互鉴，这个民

族才能够进步。”

在图博会上，《红楼梦》 土耳其语版

正式发布。其译者吉来作为土耳其青年汉

学家，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

究与传播，对 《红楼梦》有深厚的情感与

独到的见解。他凭借扎实的汉语功底、深

厚的学术素养和不懈的努力，将这部经典

之作精准而生动地翻译成土耳其语，让土

耳其的读者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领略到

《红楼梦》的独特魅力。

吉来相信，土耳其读者不仅能通过《红

楼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还能

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自然的情感共鸣。

“这种文化互鉴与情感共振，正是文

学翻译的重要价值所在。”吉来说。

好故事具有持久影响力，
值得被记住

真诚的写作者，总能以好故事打动

人心。

今年图博会，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

徒生奖获得者曹文轩参与了 《汪洋缀星：

生命微光与希望长歌》和 《你真是一个好

孩子》的新书对谈。

对曹文轩而言，这两本书都是“值得

被记忆”的书。他感慨，读到这样的书，

“这一年也过得去了”。

《汪洋缀星：生命微光与希望长歌》

一书由联合国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创

作，真实记录了叙利亚少女杜娅因战乱所

迫离开家园，在逃亡过程中无私救助难民

临终托付的两名婴儿的故事，作品充满人

性的光辉。

曹文轩评价：“真实事件本身蕴含的

震撼力与文学化的叙事手法相结合，使作

品超越新闻时效性，成为具有持久影响力

的文学作品，能带给读者‘心灵的洗涤与

悲悯的共鸣’。”

梅丽莎·弗莱明携纪实文学 《汪洋缀

星：生命微光与希望长歌》与绘本 《海的

那一边》来到北京图博会。

梅丽莎·弗莱明希望让全球少年儿童

读到这个真实的故事，了解主人公杜娅的

勇气，思考陌生人之间的互助，并反思战

争对人类的影响，进而思考如何让世界更

和平，让所有人安全又有尊严地生活。

书中的主人公杜娅也亮相图博会。杜

娅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真实经历，传递希

望与善意。尽管历经战争创伤与海上生死

考验，她始终没有向命运屈服，并为此深

感自豪，因为这些磨难反而锻造了她更强

大的内心。

曹文轩的另一本“2025 年度荐书”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则是一本对经典作

品 《窗边的小豆豆》的“考证之书”。

《窗边的小豆豆》 的责任编辑、日本

作家猿渡静子被公认为“中国最了解小豆

豆的人”。在新书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中，猿渡静子以研究者和讲述者的身份，

剖析小豆豆的成长内核，细腻描绘了这个

孩子的蜕变轨迹。

猿渡静子重走小豆豆的巴学园之路，

探访传奇的电车教室，并查阅了大量相关

资料。因此，本书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

更是对巴学园教育理念和小林宗作校长

“幸福教育”秘诀的一次深度解密。

“我与 《窗边的小豆豆》 已经一同走

过 20 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

时常在重温小豆豆的故事时迸发出新的灵

感或疑问。通过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我将这些年对小豆豆、教育和我们如何培

养一个‘好孩子’的思考写作出来，借以

与各位读者共同探讨当代的教育问题。”

在图博会上，猿渡静子如是说。

曹文轩用“奇书、趣书、理书”三

词总结自己对 《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的

看法。

他认为，这不仅是一部优秀的中文原

创作品，更是一部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书

籍：“静子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从各个角

度考证、阐释了巴学园教育理念的非凡之

处和方向的正确性，阐释了现代教育与现

代文明之间的关系。”

科技“拥抱”出版，推动传
统出版业态焕新升级

本届图博会累计吸引 80 个国家和地

区的 1700 多家展商现场参展，22 万种中

外图书亮相，举办 1000多场文化活动。

初步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

权贸易协议 （含意向） 2826 项。其中，

各类版权输出意向和协议 1955 项，引进

意向和协议 753项，合作出版意向和协议

118 项。110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0 万人次

入场参观。

北京图博会不只是读者与好书“约

会”的时刻，亦是见证出版行业全新活力

的窗口。

为全方位激活全民阅读生态，本届图

博会创新升级内容矩阵与交互形式，打造

集文化深度与趣味体验于一体的“可读、

可逛、可玩”超级书展。

哈利·波特书展快闪店亮相图书博览

会。记者看到，“哈利·波特”书展快闪店

形成现象级“文化引力场”， J.K. 罗琳笔

下经典“骑士巴士”开进了图博会。

紫色“骑士巴士”不仅让读者梦回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大家还

可以登车体验。据悉，“骑士巴士”登车

超 7000 人次，“哈利·波特”书展快闪店

接待两万余人次。

在展览展示方面，图博会的网络出版

馆开启智能阅读生态，阅文集团等头部互

联网企业、中图公司和多家出版社展示大

数据、云计算、AI 在出版领域的最新应

用与产品；网络文学专题展和中国传统文

化故事 IP 展重点展示出海成果，推动更

多优质出版产品和影视、动漫、游戏融

合，彰显文学精品在全球化与新媒介时代

的巨大市场潜力。

科技“拥抱”出版，在本届图博会上

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例如“中国文学地

图”的发布。

“中国文学地图”是中国新时代文学

大数据中心“标准、数据、平台、应用、

安全”五大体系中的平台级应用，以标准

中国地图为底图，将文学地标作为切入

点，将作家、作品、活动等海量文学数据

在中国地图上标注呈现。

目前，地图上共标注了文学地标

1148个，其中包括文学场馆 124个、名人

故居 218个、书店书屋 20个、文学相关景

区 158个、文学相关遗迹 628个。

据介绍，文学地图中的数据每天都在

“生长”，观众可以了解“正在发生的文

学”全景。

值得一提的是，读者通过图博会还能

看到，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和先进技术领

域被全球读者关注，也带动出版领域的合

作实践和相关图书走出国门。

科技浪潮，推动传统出版业态焕新升

级。每年都在“生长”的出版业，让我们

“好好读书”。

构建“文学地图”：北京图博会如何让好书“生长”

□ 王钟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上述北宋思想
家、理学家张载留在《横渠语录》的话，
被后世尊为“横渠四句”。

南宋末年，文天祥于殿试策论中援引
此句，遂拔头筹，状元及第。

晚清时期，曾国藩亦以此自励，铭刻
其为政之宏图远志。

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中的冯友兰
笔耕不辍，更视此四句为中国哲学之精神
砥柱，薪火不灭。

张载或许不是普通人最熟悉的中国古
代学者，但他留下的“横渠四句”却实实
在在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尤其是
每当国家蒙难、山河破碎之际，仁人志士
无不低吟高诵，视之为精神传承与道德坚
守的标杆。

如今，当我们讨论“横渠四句”的意
义，其实也是在讨论以何种姿态读书、读
书的意义又是什么，又如何以文载道、知
行合一。“横渠四句”所倡导的精神追
求，直指读书的本质与终极意义。

有人推崇“横渠四句”，也有人对此
不以为然。胡适就认为这是“空洞的
话”“不可解的话”，不如“多谈些问
题，少谈些主义”。不久前，一位网红企
业家指责另一位网络主播引用“横渠四
句”是“欺世盗名”，一时引发舆论场上
的站队混战。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
与实用主义哲学相碰撞，“横渠四句”仿
佛成了古人“假大空”的罪状，一时尘
嚣四起。

碎片化的信息传播环境，快速的社会

生活节奏，造就了当下的阅读现实。在网
络图书销售榜单上，最近位居前列的有知
名企业家的投资问答录，有声称“孩子一
看就懂”的早教读物，还有号称“升学就
业不走弯路”的高考志愿填报参考书。静
下心来默念一句“为往圣继绝学”，好像
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些不搭。

然而，“横渠四句”真有那么“假大
空”吗？对这句话念兹在兹的历代读书
人，莫非都被灌了满满一壶心灵鸡汤，仅
仅因为相信这句话就远离了“真学问”？
或者念叨它只是用于自我麻醉？答案当然
是否定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绝非凌
空蹈虚的呓语。它意味着在世事纷扰中确
立一种根本的价值观和道义担当，要求读
书人不仅格物致知，更需以仁心烛照世
间。张载曾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
制的实验，试图通过恢复古代理想制度来
改善百姓生活，这正是他“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的实践。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
非空洞无物的口号。它直指知识分子的终
极关怀，要求读书人超越一己之私利，将
学问化为济世安民的切实力量。以冯友兰
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
下，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在战
火中守护着知识火种，也为国家未来积蓄
了文明的力量。

那些在历史幽谷里吟诵它的人，在个
人困厄中默念它的人，汲取的绝非虚幻的
安慰，而是一种源自文化深处的磅礴力
量。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
毅，一种将个体生命体验融入蜿蜒历史长
河的家国情怀。

诚然，我们需要警惕脱离实际、沦为

清谈的空疏学风。“横渠四句”不该被网
红化、鸡汤化，也不必成为人人挂在嘴
边的口号。但是，如果因噎废食，将一
切超越眼前利害得失的精神追求都斥为

“假大空”，则无异于自断文明之根脉，
矮化人之为人的精神境界。身处太平盛
世，我们不该遗忘先贤代代相传的文化自
觉与精神担当。

仅仅就“读书”本身而言，“横渠四
句”所昭示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直抵灵
魂的阅读境界。阅读自然能带来智识的愉
悦、技能的提升，此为“小益”。但更深
层的价值，在于它能锤炼思想、澄澈精
神，这种锤炼与澄澈的过程，往往伴随着
一种深沉的沧桑感与悲壮感。

这种阅读，不是浮光掠影的信息攫
取，而是灵魂与伟大思想的深度对话。
体会“横渠四句”，读者也就能在文天
祥、冯友兰等先贤著作的字里行间，
感 受 “ 人 生 自 古 谁 无 死 ” 的 凛 然 气
节，理解守护“贞元之际”哲学命题的
苦心孤诣。

阅读是一场孤独的朝圣。它需要我们
于喧嚣中辟一方静室，既能俯身料理人
间烟火，亦能昂首关怀人类命运。如
此，阅读方能在柴米油盐中保有诗意洒
脱，激活超越个体的宏大智慧。当万籁俱
寂，月华如水，于寂寥中展卷，捧读一本
看似“无用”之书，正是对“横渠四句”
的具象化演绎。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
之，愿学焉。”评判“横渠四句”的真价
值，不在于它能否像工具书般立竿见影，
而在于它是否历经千年的时光淬炼，依然
葆有点燃人心的火种。此火种不灭，则文
明长存，精神不死。

“横渠四句”何以照亮琐碎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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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儿童文学

作家曹文轩（右）与《你真是一个好孩子》作者猿渡

静子（左）对谈。 主办方供图

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摄

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摄

阅读观

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