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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下午，广州增城区朱村
街丝苗米公园内人头攒动，一场名为

“职教助农兴产业，电商促销献丰收”
的活动让当地优质农文旅资源火了一
把。

土鸡蛋、丝苗米、番石榴、香水柠
檬……活动现场，一边是村民展出当
地农产品，吸引过往游客驻足询价、购
买，一边是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直
播协会的学生通过直播带货和攻略推
介方式，在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

位于朱村的广州科教城是广州职
业教育的集中地，其与所在属地之间
的合作共建与资源共享正成为现实。
这场聚焦“农文旅融合”的校地双向奔
赴，以电商直播助推朱村农产品和文
旅资源“出山、出城”，为学生提供学习
与实践结合的情景课堂，助力农村产
业升级。

“跨界直播”，职教助力当地经济
米香四溢、香软可口的增城丝苗

米，口感松脆、清甜多汁的朱村珍珠番
石榴……直播现场，广州铁路职业技
术学院学生们化身为主播，在金黄色
万亩稻田的背景中，热情洋溢地讲解
并展示着来自增城朱村的农文旅优质
产品。

除了农产品展示外，直播期间还邀
请旅游达人、当地乡贤介绍增城的美
食、民宿、文创品牌、生态旅游、森林康
养、美容疗养、中医药体验等游玩项目。

直播活动由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铁梦甄选直播协会的师生们全程组
织策划并开展线上直播，助力农文旅
产品搭上“直播快车”，吸引更多客流
前来增城游玩、品尝美食。

“我接触电商有 6 年时间了，此前
都是带货服装类产品，这是首次接触
农产品。”走出直播间的学生崔泳薇本
是广州铁职院轨道交通专业的学生，

“跨界”做电商直播皆因兴趣所在，她
感慨，带货农产品方知农民不易，希望
自己能为当地农产品销售贡献一份
力。

朱村街联兴村一村民指着面前一
排农产品说：“从前我们本地产的农产
品品质很好，但农民也愁销路。现在

‘酒香也怕巷子深’，有学生帮忙直播
带货，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此次参与活动的，还有广州科教
城的其他几所高职院校，而指导此次
活动的，是广州市“百千万工程”指挥
部办公室、广州市教育局。广州市教育
局副局长曾东标表示，该局将主动整
合各类教育资源，深入实施“百校联百
县”行动计划，强化高校与镇街的结对
帮扶机制，促进高职院校更有效地服
务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朱村街表示，将全力配合市教育
局部署，积极对接高校资源，利用结对
帮扶契机，加快推动本地产业升级和
乡村振兴，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结对共建，盘活利用农村特色资
源

广州科教城规划之初，就定位为
广州职业教育新标杆与技能人才摇
篮。截至今年10月，已有12所院校全面
进驻。

记者从朱村街获悉，当前全街 16
个村（社区）与44家企业、7所院校常态
化开展结对共建活动，盘活利用农村
特色资源、闲置资源，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截至9 月累计总营收77.5 万元，促
进350多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以本次电商直播助农兴农活动为
契机，广州职教也从昔日学校课堂的
理论讲授与知识积累，到如今走出学
校课堂、进入农村广阔天地，在实训舞
台参与社会实践与技能锤炼，将课堂
所学应用于社会实践，彰显了职业教
育服务地方、回馈社会的不变初心，体
现了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
合。

面对未来，当地人充满憧憬。增城
区朱村街乡村CEO张凌志今年6月刚
履新朱村街，目前正在搭建农产品销
售平台。对于科教城未来将涌入十万
余人，这位新农人也有着新的愿景：

“希望我们和科教城学校继续深化产
教融合，我们提供产品、直播间，学生
帮助我们电商直播，我们希望当地开
发的文旅产品能够符合科教城师生需
求，促进我们当地经济的发展。”

来源：羊城晚报

职校学生化身主播

助农产品走出“深巷”

提问：
我家孩子今年上四年级，平时做事总是拖拖拉拉，缺少时间

观念。我们也做了一些努力，但效果不明显。作为家长，我们应
该怎么做才能科学指导孩子提高学习效率，戒掉拖拖拉拉的习
惯？

专家观点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四年级年级组长、北京市中

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教师朱亚梅：无论孩子处于哪个学龄阶段，“拖
延”这一难题总是让家长们感到束手无策。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出现的拖拉、磨蹭、懒散等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
有效的时间管理能力。而掌握时间管理技巧，不仅能够帮助孩子
们提高学习效率，还能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

据统计，超过90%的家长反映孩子存在时间管理上的不足，
表现为行动迟缓、缺乏明确的时间观念。然而，深入分析后不难
发现，这并非全然由于孩子自身缺乏时间意识，而是由于时间的
抽象性和难以直观感受的特性，导致孩子难以准确把握。在多数
情况下，孩子的拖延行为并非出于贪玩，而是由于他们对时间长
度的预估能力不足所致。

认知心理学认为，每个人的时间观念与自身的时间知觉密切
相关，它并非天生存在，而是随着孩子生活经验的累积而发展。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提高孩子的时间知
觉力呢？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分阶段指导
时间管理的技巧。

2到7岁属于好奇与模仿的年龄段。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自
控小马达”还没全开，所以特别需要家长们的“启动仪式”。一开
始，我们要手拉手，像探险一样制定一天的日程表，同时也要对相
关活动提出挑战小要求：早晨的阳光里，我们设定个“起床小闹
钟”，看看谁能最快变成小勇士，自己穿衣还整理床铺；午餐时间，
咱们来个“专心吃饭大赛”，看谁能不溜号，吃得又快又干净；到了
玩耍时刻，更是要展现“小小计划师”的本领，合理安排时间，让学
习和游戏都精彩不断！这样的冒险旅程，从孩子开始懂事就启
程，一直到小学低年级都满满是乐趣。目标就是让孩子在欢笑中
学会时间魔法，感受到时间管理的超级力量。

7至10岁属于参与阶段，孩子已经对时间管理有了一定的认
知基础和实践经验，因此，我们可以积极鼓励他们参与到安排每
项活动的时间规划中。具体而言，家长可以引导孩子预估完成每
项作业所需的时间，并在实际完成时进行记录与评价，同时，给予
他们必要的鼓励和奖励，并留出充裕的自主安排时间。家长和孩
子通过预估时间，我们旨在培养孩子的整体时间规划意识，让他
们学会将自己的业余时间有意识地划分成不同的板块，以便更好
地掌握任务的完成情况。这样的参与和引导方式，不仅能够培养
孩子的自主规划与管理能力，还能够显著提升他们做事的效率。

11岁至12岁以后进入自主阶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已展现出
显著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家长可充分尊重并鼓励他们独立进行时
间管理。这意味着让孩子自主规划每日的作息时间，包括起床、
用餐、作业、运动、娱乐及睡眠等各个环节，赋予他们一定的自主
权与决策权。

与此同时，家长的角色需适时转变，从传统的指导者逐渐过
渡到鼓励者与支持者的身份。家长应更多地关注与陪伴孩子，通
过协商、沟通以及持续地尊重，来营造一个积极、和谐的家庭氛
围。这样的转变旨在激励孩子进一步强化其时间管理意识，不断
提升时间管理的能力，从而助力他们更加健康、快速地成长。

来源：北京青年报

如何培养孩子

成为时间管理“小能手”

山东省高密市夏庄镇南直小学的校园农场内，孩子们采收大豆、
剥玉米、学农耕文化等，养成珍惜粮食，热爱劳动的好习惯。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