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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后 教培从业者迁徙实录

全程闭环管理 北京2022年冬奥防疫手册发布 疫情形势严峻
北京加强进出京管控

北京商报2021.10.26

考研：

从老师到考生的二次转身

“我本科学的是心理学，毕业后我发现这个

专业的工作机会不太多。”刘小玲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凭借自己还不错的英语成绩，她在2020

年上半年成为了一名教育培训机构的少儿英语

教师。“教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学龄前或者小学低

年级，机构的定位也是少儿英语培训。”

“这两年时间里我跳了一次槽，前后待的

两家机构在业内都算得上比较知名。”刘小玲

表示，尽管换了机构，但自己一直都是在线下

授课。“北京今年抓机构复课抓得严，有时候

只能线上教学，家长们不太满意。再加上‘双

减’政策发布了，机构开始腾退教学点，好多

老师都走了，我现在也都是线上教学，时间要

求卡得也比较紧。”

而据教育部网站10月25日发布的“双减”

工作试点地区典型案例显示，作为试点城市

之一，北京的线下学科类无证机构压减率达

98%，原有各类培训机构压减比例也达60%。

“机构现在的流动性非常大，老师们都在离职

找下家，如果到明年1、2月情况还没改善的

话，估计就要销声匿迹了。”刘小玲坦言，自己

还没离职主要是不想断缴社保。而她的工资

和之前相比，到手少了差不多3/4。

“可能我需要换个行业重新开始。”刘小

玲在10月刚刚报名了管理类研究生的考试，

“我之前考过研，这次我还想再给自己一次重

新开始的机会。”刘小玲说道，“好在现在租住

的房子租金我之前已经预付了，现在就等年

底研究生考试的结果。”

从刘小玲目前的生活来看，边备考边给孩

子线上授课是她的常态。“也忙得过来，毕竟现

在教的学生也少了，家长们都在排队退费呢。”

转行：

要彻底跳出给自己一个机会

近日，一个名为“教培人互助联盟”的小

组出现在豆瓣平台上。小组简介中写道：“希

望给迷茫无助的教培人一点温度和力量。”目

前，该组成员已接近2000人，不少教培从业者

在其中分享自己的转行故事。

阿沁目前就职于一家线上教育机构，据

她介绍，自己所在的公司算得上业内头部，她

的岗位是前端转化的基层管理，偏向销售性

质。“对我来说，现在的变化是到手工资变成

了原来的1/4。”阿沁表示，自己在现在的岗位

上赚不到钱，但是又没有新的好去处。

“公司之前有裁员，所以我也想等一个

‘N+1’。”据阿沁透露，“双减”政策发布后，公

司对业务进行了调整，工作内容有了一些差

别，自己还不太适应。而谈及跳槽，阿沁则表

示，自己的工作经验都在教育行业，转行去其

他行业并不容易。“唯一称得上好一点的变化

是不用大规模加班了，今年难得过了一个正

常的中秋和‘十一’。”

和阿沁不同的是，李铭在今年6月就离开

了曾经就职的互联网教育大厂，并拿到了

“N+1”赔偿。经历了两个月的求职后，她进入

房地产领域，重新出发。

“我觉得职能岗受到的波及相对小一些

吧。”据李铭介绍，她在跳槽前后都从事人力

资源方面的工作。“求职的时候面试了很多家

公司，车企、房地产企业、咨询公司，还有其他

的在线教育公司都尝试过，最后综合比较，选

了现在的公司。”

“现在的公司可能在福利上稍差一点，跳

槽涨薪也没有完全实现，但好在，我在大多数

教培人求职之前找到了工作。”而尽管李铭目

前已经离职，但她偶尔仍会关注前公司的消

息。“行业确实有发展不健康之处。别的不说，

刚毕业的零经验主讲老师哪值这么多钱，薪

资都开得太高了。”

不赚快钱：

投资人的去与留

行业的冷暖，投资人先知。从今年上半年

开始，各大资本开始逃离教育板块，投资人也

陆续撤场。有业内人士表示，撤离的投资人

中，不少都将目光转向了消费行业。北京商报

记者也注意到，已有教育行业的前投资人转

向短视频和直播行业。

“差不多是从2001年开始，我进入远程

教育行业。”于梦在今年成立了一家教育行

业咨询公司，她表示，开公司原本打算和朋

友一起合伙，但朋友对教育行业的去意已

决，最终公司由她自己在今年开办。“我在行

业的时间算得上比较长了，长期关注的是

‘互联网+泛教育’领域，”于梦表示，K12领域

从前几年就发展得极为迅猛，在这一火热浪

潮中，自己也难以避免地被裹挟。“这个行业

的发展太快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

象，但因为客户需求和市场走向存在，很难

去避开。”

于梦透露，尽管公司在今年刚刚成立，但

目前的日常业务和工作变化不大。“变化可能

就是帮资金找项目时，原来要找一些K12相关

的，现在改成了与职业教育相关，也是在新领

域去拓展新业务。”

据“双减”政策要求，目前全国各地不

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

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

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而刚刚发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三十六条同样明确规定，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可以依法设立非营利性家庭教育

服务机构。“非营利性”成为教培行业的关

键词。

“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教

育行业还是大有可为的。”于梦笑着表示，可

能自己并不是优质的商人，不追求高利润。

“对很多投资人来说，从纯商业角度看，教育

行业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值得投入的让财富快

速增长的赛道了。”

北京商报记者也观察到，自今年以来，教

育板块上市公司的股价大幅跳水，行业市值

也大幅缩减。发生在教培行业的融资事件同

样骤减，K12领域寥寥无几，融资声量较大

的领域集中在企业服务和职业教育等细分

赛道。以9月的融资情况为例，据黑板洞察数

据显示，2021年9月，教培行业的14家企业

共融资5.46亿元，去年同期的数据为22家企

业融资42.73亿元，对比来看，融资金额缩水超

八成。

“留在行业里的，除了怀抱教育情怀的

人，也有在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年来不及转行

的人。”于梦坦言，只要这条河流里还有水，她

就会继续待下去，如果河流彻底干涸枯竭，那

她也会不得不离开。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赵博宇

“双减”政策颁布近百日，教培行业已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数百万从业者都流向何方？带着这样的疑问，北

京商报记者深入一线，与教培行业内的老师、职能人员

及相关投资人展开了一次次深入对话。这当中，有人成

功转行，有人重新回归学堂，而有人则仍在寻找未来的

路上徘徊着。在从业人员背后，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事

实是：今年以来已有不少资本撤出教育赛道，转向其他

领域。业内人士表示，“教育不是一个挣快钱的行业”。

教培行业融资

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黑板洞察）

2020年

2021年

6月 7月 8月 9月

25家企业

融资56.7亿元

15家企业

融资9.75亿元

17家企业

融资28.7亿元

22家企业

融资42.73亿元

23家企业

融资17.678亿元

25家企业

融资15.132亿元

23家企业

融资10.35亿元

14家企业

融资5.46亿元

北京商报讯（记者关子辰实习记者 葛婷婷）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为实现“简约、安全、

精彩”办赛目标，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国际残

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三方共同发布第一版《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以下简

称《防疫手册》）。《防疫手册》介绍，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赛时将实行闭环管理政策，涵盖抵离、

交通、住宿、餐饮、竞赛、开闭幕式等所有涉冬奥

场所。

北京冬奥组委疫情防控办公室副主任黄春表

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

行的背景下举办，将会给主办城市带来疫情传播

输入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之下，必须要制定《防疫

手册》，让所有人共同遵循防疫准则。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公共卫生处副处

长王全意将《防疫手册》形象地称为“参加赛会的

说明书”，“《防疫手册》最重要的目的是告诉来参

加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人员应该怎么来，来了之

后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在整个赛

会期间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所以我觉得

这更像一个‘参加赛会的说明书’，把‘要怎么做、

不做怎么办’这些情况做了一个总体说明”。

据介绍，在制定《防疫手册》时，北京冬奥组委

主要考虑了六大原则：一是简化办赛，最大限度减

少非必要活动和环节，特别是压减人员规模；二是

坚持接种疫苗；三是坚持闭环管理；四是坚持有效

处置，一旦发现疫情，科学精准及时处置；五是坚

持防控一体化，把冬奥会疫情防控全面融入主办

城市疫情防控体系，确保赛事和城市安全；六是坚

持统筹兼顾，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以

运动员为中心，兼顾各方需求，提升参赛体验，创

造良好条件。

黄春认为，第一版的《防疫手册》首先突出的

重点就是疫苗接种，坚持接种疫苗，应接尽接，“这

不仅是对境外人员的要求，国内参与奥运赛事的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都要求接种疫苗”。

《防疫手册》的一大原则是闭环管理，涵盖抵

离、交通、住宿、餐饮、竞赛、开闭幕式等所有涉冬

奥场所。在闭环内，参与者将只能在涉冬奥场所特

定空间内活动，参加与本人训练、比赛和工作等有

关的活动。闭环内将使用冬奥会专用交通系统。

王全意解释说：“闭环实际上是我们根据入境

人员在赛事举办期间的活动轨迹设计出来的空

间，在部分场馆，这个空间可能是场馆的一部分；

在有些场馆则可能是场馆的全部，这些场馆通过

交通工具连接起来，这样形成一个区域，我们就叫

作闭环。”

黄春说：“‘闭环管理’并不会限制任何运动员

或其他赛事参与者的自由活动，在闭环的大区域

里，可以通过专用的交通工具在驻地、场馆、场馆

和场馆之间，以及三个赛区之间自由流动。与此同

时，闭环内也会提供一些良好的体验，比如特色餐

饮、特许商品零售、咖啡厅、健身房以及一些休闲

娱乐的设施，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为了达到更好的防疫效果，闭环内人员需进

行 每 日 咽 拭 子 检 测 ， 而 且 也 需 佩 戴

KN95/N95/FFP2或同等标准的医用防护口罩。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许真表示，“这是为了

保障闭环内所有人员的安全做出的决策”。

“为了满足在大闭环内的自由度，就要求能够

尽快发现并隔离每一个可能阳性的人，这样才能

尽快管控起来，减轻闭环内的传播风险。如果要做

好这个前提，那就要把核酸检测做到位。”许真说。

王全意也说，科学规范地佩戴N95口罩，也会

增加一份安全感。在机场核酸检测方面，为避免人

员聚集、等待时间过长，入境人员可先前往奥运村

或签约酒店，在等待结果期间不得离开房间。

如果出现疫情或者阳性病例怎么办？《防疫手

册》中也有相关的应急预案。许真说：“一旦有核酸

阳性检出后，会分为两种情况处理。假如是有症状

的阳性感染者，我们会在第一时间送到指定医院，

进行鼻咽拭子的复检，如果仍然是阳性，那么就在

医院隔离治疗。针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无症状感

染者，我们会在闭环内找指定的设施或者场所就

地隔离，限制其相关活动，保证其他人员的安全，

并进行复检。”

《防疫手册》不仅关注运动员及涉奥人员来华

期间的安全风险，对运动员离境后还有14天的健

康监测。

王全意说：“入境人员来华前14日需完成新冠

疫苗全程接种，并且遵守其他防疫要求，之后还会

有14天的健康监测，如果出现阳性病例，将通过各

代表团的CLO（防疫联络官）反馈结果，这对所有

参加赛会人员的健康都是负责任的，对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相对闭环的管理。”

《防疫手册》适用于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但对

参加冬残奥会的运动员和涉奥人员，《防疫手册》

也考虑到了相关情况。

黄春说：“有的残疾运动员是通过唇语进行交

流，所以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要摘下口罩进行交流，

之后再戴上。此外，有些运动员要坐轮椅出行，酒

店、场馆、驻地、交通工具都安排好了无障碍设施，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有志愿者提供帮助。”

黄春还举例说，如果有残疾人核酸检测呈阳

性，根据《防疫手册》，可以由本国的相关人员陪同

去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在闭环酒店服务方面，酒店将提供不同价位

档次、不同风味的多种餐饮选择，避免因价格过高

而带来经济负担，同时酒店将成立机动服务小组，

提供代办、代买等应急服务。在定点医院或隔离设

施内，将设有懂英语人员进行健康服务并提供心

理健康支持。

北京冬奥会《防疫手册》第二版也将在未来发

布。黄春表示，目前的版本是提前告知所有涉奥人

员他们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东西，但很多细节方

面的内容还没有涉及。“第二版会在每个大的原则

下把细节说清楚，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测试赛，通过

测试赛进行检验，在复盘后再进行完善，再把这些

内容加进去。”黄春说，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全球疫

情形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情况以及防

疫政策。

各园区强化“防疫”手段

针对当前的疫情情况，许多景区

也加强了防疫措施。作为目前北京旅

游的热门地点，北京环球度假区从远

程购票端开始，采取技术手段，强化疫

情防控，严防中高风险地区游客流入。

北京环球度假区应急管理与安

保指挥中心经理周翊翔介绍，目前8

类情形谢绝购票入园，包括：21天内

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级市（直辖

市、副省级城市的区县）或境内新发

病例所在地级市旅居史；28天内有

境外旅居史；21天内与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

感染者有接触史，14天内与密切接

触者有接触史；21天内曾接触过有

流行病学史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

的患者；有聚集性发病的情况；尚

在随访或医学观察期内的已治愈

出院的确诊病例或已解除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出现

发热、干咳、呼吸困难、乏力、肌痛、头

痛、嗅觉/味觉异常、咽痛、鼻塞流涕、

恶心呕吐、腹泻等疑似症状；专业部

门判定的高风险人员及尚未完成健

康管理的人员。

此外，位于怀柔区的北京市黄

花城水长城亦推出了相关的防疫政

策，黄花城水长城市场营销部职员

杜海龙表示，黄花城水长城景区此

前也实行了限流，同时景区对游船

及磁滑道项目乘坐率进行限制，严格

控制人数，每船、每磁滑道乘客量不

超过承载量50%。

跨省游“熔断”机制

疫情变化之后，不仅仅是景区需

要严格执行限流措施，跨省游也实行

了严格的管理“熔断”机制。

在10月24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文旅部就对

跨省游作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旅行

社及在线旅游企业不得经营出入境

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不得

以任何形式搞变通。将严格执行跨省

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断”机制。对出

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区、市），立即

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

省（区、市）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

酒店”业务，并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此外，从10月23日起，全国暂停

经营旅游专列业务。

业内人士表示，当前疫情防控是

最紧要的任务，接下来旅游企业也要

尽快调整，并随时关注目的地的疫情

变化和风险防控等级情况。

针对各大景区防疫措施的加

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谈到，

考虑到景区疫情防控常态化，园区消

杀也应常态化进行，确保消毒措施做

好、做到位。此外，许多景区都存在游

客相对聚集的地点。对于这些地点，

需要景区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提示，

在文字、语音提示的同时，也要做好

人工提醒，尽可能避免某些地点过于

聚集。

（上接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