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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匠苗”有望成为“匠才”，这样的愿

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据报道，9 月 4 日，浙

江工匠学院在杭州挂牌成立。该院以努力打

造“具有浙江辨识度、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

新型工匠培训培育学院”为己任，为浙江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技能人才。

任何一个技术进步的故事里，都少不了

工匠的身影。成立仪式上，学院还当场公布

了 10 位特聘工匠导师，通过他们的亲身授

课，匠艺匠心有了新的传承方式，浙派工匠的

精神也将与时俱进，愈发闪亮。

学院直接以“工匠”命名，可谓用心良

苦。从《说文解字》可知，匠的本意为筐里背

着 刀 斧 工 具 的 木 工 。 今 天 作 为 文 字 的

“匠”，几乎已从木工的本义演变为一个形

容词：一方面是对心思巧妙、技术精湛的赞

美；另一方面也是对心思巧妙、造诣高深的

追求。而“能工巧匠”“匠心独运”之类的含

“匠”词汇，无一不是在表达对工匠精神的赞

誉。

显然，浙江工匠学院的成立意蕴深远，它

在追求技能提升的同时，更注重对工匠精神

的培养。当下，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背景

下，高技能人才缺失是不争的现实。而浙江

制造从“浙江质造”走向“浙江智造”的跨越，

离不开懂技术会创新，并且敢担当讲奉献的

产业工人队伍。在此背景下，企业的生存与

振兴，不仅需要匠艺、匠才，更加需要工匠精

神。

但工匠精神的内涵远不止于此。俗话说

得好，没有一流的心性，就没有一流的技术。

需要指出的是，长期以来，对技术人才的教育

和培训资源相对短缺，再加上社会环境和职

业评价等诸多因素，往往很难吸引和留住高

技能人才。弘扬工匠精神，留住工匠的心，

就要让工匠能够以个人技术赢得尊重。成

立以工匠命名的学院，将一批批“匠苗”培养

成“匠才”，不仅能提升社会对工匠的认识与

尊重，还能使工匠精神的内驱动力进一步增

强。

器物有形，匠心无界。当下浙江各地陆

续成立的工匠学院，无疑是正在全力打造的

一张张工匠金名片，这也是浙江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缩影。我们因此有理由期待，浙派

工匠将迎来群星闪耀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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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题为《2022 年冬，我在临沂城

送外卖》的文章热传网络。作者是山东临沂

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他以自己 2022 年 12 月

至 2023 年 1 月的送外卖经历为例，讲述了行

业疾苦、生存不易，引发了广泛关注。

风里来雨里去，走街串巷的外卖小哥，给

公众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他们的生存状

态不时引发公众热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为切实了解民生，北京市社会保障局

副处长王林曾亲自体验外卖员的生活，1天只

赚了 41 元，一度引发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相比之下，邢斌老师整整一个月的体验，无疑

更有说服力。

“希望借助这次经历，增加我的人生体

验，接触大千社会的人生百态。我觉得作为

一个文学工作者，如果对生活没有切肤之痛

的话，写出来的东西都是轻飘飘的。”邢斌老

师的送外卖体验，绝非浅尝辄止，诚如他自己

所感慨的“尽管做好了会被骂的心理准备，但

一些事还是超出了预料”。这种以自己亲身

经历来呈现行业生存状态的做法，当然要比

冰冷的数据和空洞的口号更令人信服，起到

了为外卖骑手代言发声的效果。正因如此，

邢斌老师的分享才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巨大关

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深入生活，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是很多人文社

科研究者身上所具备的优良传统。中国人民

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黄盈盈、潘绥铭在撰写

《我在现场：性社会学田野调查笔记》一书时，

就深入到社会边缘群体之中，从而成就了一

部开创性的专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

士后陈龙为完成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体验

了五个半月的外卖骑手劳动后写出《“数字控

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

研究》一文，其扎扎实实的研究态度，赢得了

舆论高度称赞。

邢斌的分享刷屏之后，一些文中所提细

节引发争议，有人质疑其所称送单量不属

实。对此，邢斌解释称，2000多单并非精确的

统计，是根据收入反推的估算，包含美团、蜂

鸟等多个平台的总和单量，并非单一平台的

数量。在分享会上，他也明确表示只是想体

验一下，并非精确调查。

瑕不掩瑜，细节问题可能存在的出入并

不影响体验的意义与价值。大学老师体验送

外卖刷屏之后，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走出象

牙塔，深入基层，认真去关注体验底层劳动者

的生存状况，用科学的方法做好调查研究，俯

下身来为民众发声，尽到人文学者应有的社

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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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杭州市文津小学打造了一条放心

上学路——在月亮路靠学校大门这一侧，醒

目的蓝线划出了一条宽约 1 米的区域，地上

有彩色的引导线和清晰的标识，有的区域还

会辅以交通锥筒。孩子们上下学都在该区

域里通行，实现了人车分离，让学生安全、家

长安心。

打造这样一条舒心通学路，护航孩子安

全，可以避免孩子们跑到非机动车道，以及自

行车、电动车进入人行道。在社区的支持

下，还有小区保安每天早上集合要上学的孩

子，并进行整队，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学校。

不仅仅是文津小学，暑假过后，放心上

学路在很多学校门口都出现了。根据《2023

年杭州儿童友好 10 条》下达的 47 条舒心通

学路创建要求，今年，杭州市城管局通过走

访摸排、自加压力，制订了笕桥花园小学、景

苑小学、湘师实验小学等杭州部分学校周边

共计 77 条舒心通学路的创建计划。

又是一年开学季，对于家长们来说，孩

子上下学的安全问题，便是关注的重点。现

在，杭州一条条舒心通学路的创建，可以让

很多家长在这件事上增添一份安心。接送

孩子看似小事，其实对很多家庭来说却是大

事，不少家长为此需要精打细算安排作息和

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许多家长

或许都有过这样的犹豫：想让孩子自己上下

学，可交通安全问题怎么解决？最终还是得

自己接送才能放心。有了这样的舒心通学

路，一些家长已经开始尝试让孩子自己走路

去上学，这对培养孩子独立性大有裨益。

这是温暖人心的民生小细节，提升的是

市民生活品质和幸福度，呈现出的是基层平

安和谐的美好画卷，为全社会所乐见。

创建舒心通学路，也是杭州不断提升校

园及周边安全防控综合治理水平的一个体

现和缩影。类似彰显民生温度的细节还有

很多，比如，上城区还扩大范围对全区学校

周边道路进行了再排查再整改及市政管网

设施的全覆盖清疏工作。余杭区还对有的

舒心通学路进行提升，增设供接送学生家长

休息的凳椅。

这一件件便民利民事情的办成，实际上

是多部门协作、社会群策群力的结果，为了安

全护学这一个共同的目标，妇联、交警、街道、

学校等多部门携手配合，把各自的事情都做

好做到位，就能护好我们的“小花朵儿”。

群众急难愁盼的事，不一定有多大、多

难，很多时候，就是多划一条线，多用一点

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一点，值得大家

在更多群众关切的民生小事上比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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