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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弘扬非遗文化，做新时代传

承人”作为开学典礼的主题；开展击

鼓明志、趣味灯谜、体验活字印刷术

等活动欢迎孩子们回归校园……新

学期伊始，不少学校将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开学第一课”，让优秀传统文化

的种子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坚实根基。”对青少年而言，自

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

于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和正确的

价值观，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

神、传播中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的形式和载体也在不

断创新。如何创新形式载体，让青

少年更好地了解传统文化、爱上传

统文化，如何引导青少年自觉做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者，让

青少年与传统文化“双向奔赴”？深

入挖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

核，将其以更加贴近生活、更加鲜活

的方式呈现，并有效形成不同教育

主体之间的工作合力，是学校、家

庭、社会对青少年开展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题中之义。

加强实践育人，实现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的知行合一。优秀传统文

化不仅是停留于文字、图片上的记

录，更是历经岁月变迁后生动鲜活

的文明传递，饱含时代赋予的生命

力与创造力。正因如此，在青少年

群体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更应坚持

课堂教学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充分

利用社会大课堂资源，让广大青少年

在亲身实践中对话历史、感悟文化。

一份精心设计的节日作业，一次博物

馆里的现场教学，一场故居旧址的实

地考察，都能帮助青少年在润物细

无声中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激发

他们文化传承的自觉。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时空。

运用短视频、全息投影、虚拟现实等形式，创制新的育人场

景，将传统文化巧妙嵌入其中，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这是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近青少年的新趋势。沉浸式、

互动式的学习环境，让古籍活起来、让文物动起来，也让传

统文化之美直抵人心。未来，继续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

化传承创新，打造更多符合时代特征和青少年特点的文化

产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汇聚各方合力，学校、家庭、社会共担优秀传统文化育

人职责。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根据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区分层次、突出重点、有机衔接，有序推进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重视家庭教育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形成良好家

风，营造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庭氛围；呼吁社会力量

广泛参与，创新传承载体和传播渠道，探索构建政府、学校、

社会共建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长效机制，激发传

统文化教育的发展活力。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

重要途径，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兴趣，让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心中牢牢扎根，

才能进一步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富有民族自信

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源源不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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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常玮老师，你和我跟这辆车。”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柘

汪中学教务处主任王笃智钻进校车，一边点名，一边叮嘱孩子们

系好安全带，护送他们回家。

柘汪中学有一支专门护送学生放学的“爱心车队”，由柘汪

中学教师自发成立，目前有 49 名队员。他们有的跟坐校车护送

学生，有的到指定地点维持秩序，有的骑电动车照看近路的学

生，分工合作，有条不紊……二十三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1999 年初冬，一位学生晚自习放学回家时，被路上一辆摩

托车撞倒，情况危急。好在及时送往医院抢救，脱离危险。”王笃

智回忆说，那时他刚参加工作不久，任教的马站中学（后并入柘

汪中学）是一所偏远的农村中学，所在乡镇路面坑坑洼洼，没有

路灯，加上村庄分布较广，学生上下学路上安全隐患比较大。

这件事对王笃智触动很大。王笃智和几位青年教师自发组

织起来，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开始了爱心护送。“当时，学校只

有几排平房用作学生宿舍，大部分学生走读。送完所有学生，再

回到家，天已大黑。”有老师护送，家长也放心了。时间一久，学

生家长们就起了个“爱心车队”的名字，一直叫到现在。

2009 年春季新学期伊始，学校向全体教师发出倡议，将自

发护送车队组织化，正式成立一支护送车队。也是从这一年开

始，王笃智担任了车队队长。2013 年，马站中学与柘汪中学合

并成立新的“柘汪中学”，爱心护送又在新校区延续，护送队伍不

断壮大。2018 年，学校启用校车接送学生回家，“爱心车队”队

员成了校车护导员，坚持跟车接送。

爱心在接力，也在传承。“老师们骑着摩托车，用车灯照亮学

生回家路的身影，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12 年前，“爱心车队”

队员、柘汪中学教师龚常玮也就读于柘汪中学。“当年，骑自行车

跟在老师身后，有满满的安全感；如今，我护送自己的学生回家，

有满满的成就感。”

爱心护送的责任化和坚守赢得社会认可、百姓点赞。个体

商户为队员购买棉大衣，辖区企业为车队送去崭新摩托车，公安

民警主动申请加入队伍……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电动车，再到校

车，护送的车辆在变，爱心护送的初心始终没变。23 年来，不论

寒暑，爱心车队的老师们总是准时出发，守护学生回家路。

23年，守护学生回家路
金正波 匡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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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四川省眉山工程技师学院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工业机器人实操训练。

张忠苹摄（影像中国）

图②：陕西省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练习高空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图③：贵州省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产教融合基地学习直播技能。

蔡兴文摄（人民视觉）

图④：河南省夏邑县孔祖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调试机器人。 苗育才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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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花飞溅，映照沉稳的身影——中车南

京 浦 镇 车 辆 有 限 公 司 转 向 架 分 厂 车 间 里 ，

00 后焊接技工史先良正从事转向架构架焊

接。15 岁时，他抱着“学一门过硬技术”的愿

望来到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21 岁时，

毕业第二年，他就被评为南京市劳动模范。

“大国工匠手把手地指导，让我掌握了扎

实的本领，对现在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在史

先良看来，自己是产教融合的受益者。

作为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直属职业院

校，近年来，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着力

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推动技术、人才、资源、

文化融合，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走进学校轨道车辆技术实训基地，一列

长长的地铁车体和地铁车辆核心实训模块映

入眼帘。在这里，学生可以进行整车电气、受

电弓、车门、转向架等功能调试。

轨道交通装备技术集成度高，单体制造

成本高、所需场地大。如何破解实训资源不

足的问题？学校副校长徐璐介绍，通过校企

共建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在中

车子企业布局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学校的轨

道交通行业实训基地群已基本形成，为学生

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训资源。

中车高铁工匠协同创新中心的荣誉墙上，

90 后高级技师巢杰获得的技能奖项十分醒

目。从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他

进入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工作，2020 年

又被学校引进为智能制造学院教师。“我希望

帮助学生们用技能创造价值。”巢杰说。

巢杰所在的焊接与检测教研室中，还有

多名从企业引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产

教融合的关键之一，在于企业人才优势的注

入。”学校党委副书记张喜民介绍，学校积极

集聚校企人才资源，开展校企混编教师团队

建设，提升育人水平。据了解，中车集团将继

续加大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力度，下一步将

在推动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

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点评：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

征、最大优势，也是改革的难点与重点。产教

融合“合而不深”、校企合作“校热企冷”，曾是一

些职业院校面临的问题。在常州铁道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资源融合共建实训基地、人才融

合共建教学团队等实践，展现了产教融合的成

果与潜力，体现了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江苏常州铁道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促进产教融合，推进校企协同育人
本报记者 吴 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

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

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

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中办、国办日前印

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的意见》，明确“坚持以教促产、以产

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延伸教育

链、服务产业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

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

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

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旨在破解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和问题。

本期教育版，我们关注地方和职业

院校的新实践，看他们如何推进改革，

着力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

式，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

——编 者

“印象最深的是去海尔智能工厂实践，给

我 们 的 任 务 是 挖 掘 企 业 痛 点 ，提 出 解 决 方

案。”毕业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孟颖回

忆起大三实习经历，依然印象深刻。

孟颖和同学们入驻工厂初期，曾提出过

不少设想，但都被工程师否定了。孟颖没有

泄气，她在滚筒洗衣机质量检测环节发现：检

测流水线仍需人工打开滚筒门，投放模拟洗

涤负载。她大胆设想，能否用自动化设备来

替代人工？孟颖和同学们发挥专业优势，形

成技术方案。正是这次实践，让孟颖获得第

二届海河教育园区产教融合创新创业大赛金

奖，并顺利入职天津一家测控企业研发中心。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所在的海河教育

园区，是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示范园区，

坐落着 1 所应用技术大学、7 所高职院校、2 所

中职院校。园区每年举办产教融合创新创业

大赛，把企业实际需求作为比赛项目，由院校

组建团队解题，同时政府对优秀项目给予经

费支持。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副主任詹珽表

示，通过以赛促融，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

新链实现了有机衔接。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与海河教育园区

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天津鸿远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与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通过“专业课

程+顶岗实习”，探索建立工学结合的育人机

制；天津职业大学精准对接区域行业企业新

需求，组建智能制造专业群，为企业输送大量

技能人才……海河教育园区在供给与需求之

间架起“立交桥”，为服务区域产业升级提供

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天津市高职专业对接全市主导

产业占比 98%，年社会培训 30 万人次，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提升。天津市教委

副主任罗延安表示，将持续深化职业教育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对接天津现代产业体

系，建设实体化运行的区域产教联合体，助力

产业链价值链向高端延伸。

点评：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打造兼具人才

培养、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

能的市域产教联合体，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改革的重要任务。天津打造海河教

育园区职教示范窗口，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探索建设区域产教联合体，在助

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支

撑方面，作出了宝贵探索。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

服务区域发展，让人才与产业有机衔接
本报记者 金正波

“深职院是一个可以圆梦的地方！”去年

8 月 ，深 圳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汽 车 与 交 通 学 院

2020 级学生宋明亮携手中外队友，在首届世

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银牌。

为保障队伍备赛，学校专门组建了由 6
名教师组成的指导团队。在指导老师李健平

看来，鼓励学生参加技能大赛是教学的一种

延伸，“既能展现同学们的精湛技艺，也能通

过参赛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目的。”如

今在深职院，学生备赛集训的表现可以替代

部分课程考核，大赛成绩可以参与期末综合

成绩评定，考取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也可以进入课程评价。

入学后，宋明亮凭借在中职学习时打下

的牢固基础，经选拔进入学院的“比亚迪精英

班”，每周末都有机会听比亚迪一线工程师授

课。作为校外导师，比亚迪工程师陈红光把

工作经验融进课堂，“在课程开发和设置阶段

我们就参与其中，这有助于让他们毕业后能

迅速从‘学生’转化为‘员工’。”

深职院还与多家企业联手创办特色产业

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院长宋荣介绍，

“学院在教学中融入企业培训认证体系，与企

业共建专业、共建课程、共训师资、共建平台、

共育人才，从而实现在校所学知识、技能与企

业岗位需求无缝对接。”

为提升关键办学能力，深职院深入推进

人才强校战略，打造名匠大师领衔的高水平

“双师型”师资队伍。在深职院现有的 2000 余

名教职工中，“双师型”专任专业课教师比例

达 90%。据了解，学校每年都会派青年教师到

企业脱产学习新技术，并大力支持教师参加

职业技能竞赛，在实战中检验技能水平。

“立足深圳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联合头

部企业共同开发新行业、新职业、新专业、新

课程，形成产业技术变革与教学改革同频共

振的良性机制。”深职院校长许建领表示，未

来深职院将继续密切关注产业前沿及发展趋

势，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

点评：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其中

重要的一条是看其能否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

技术变革的趋势。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优化专业布局，建立特

色产业学院，打造核心课程、优质教材、教师

团队、实践项目，为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作出

了探索与实践。

广东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关键办学能力
本报记者 闫伊乔

前不久，武威职业学院的 17 名学生启

程来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

开展新一轮的专业学习和岗位实习。

“能到顶级科研机构学习，机会难得。”

能源工程系 2019 届毕业生田丹，是武威职

业学院第一批前往上海应物所实习的学

生。从第一次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接触

高端科研设备时的紧张，到将其化为学习

成长的动力，一年后，田丹被上海应物所录

用，分配到武威园区工作。

“科研工作的产出，不止学术论文一种

形式，从科学理念到工程图纸，再到组装大

科学装置，需要不同层次人才通力协作。”

上海应物所研究员汤睿，是田丹的“产业导

师”，经过 5 年的观察与合作，汤睿认为：

“高职人才经过育训结合培养后，能够胜任

技术型、技能型任务，成长为科研人员的助

手，在打造大国重器中大有可为。”

职业院校与科研机构“牵手”的惊喜，

还 有 更 多 。 甘 肃 武 威 风 能 、光 热 资 源 丰

富，适合新能源项目落地。 2018 年，甘肃

省教育厅、武威市人民政府和中科院上海

应物所签订联合办学协议，在武威职业学

院开办中科低碳新能源技术学院，成为中

科院在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与高职院

校联合办学点。“学院在全国首开氢能技

术应用专业，填补了高职高专无氢能专业

的空白。”中科低碳新能源技术学院副院

长黄述杰说，5 年来，累计培养技术技能

人才 557 人，其中超过 70%的毕业生在西

部新能源产业就业。

“高职院校与中科院研究所合作办学，

为高职高起点办学、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

展探索出一条新路。”武威职业学院党委书

记、校长赵明表示，将坚持“共建机构、共享

资源、共同育人、合作研究”思路，持续深化

科教融汇，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

好、干得优”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点评：“科教融汇”重在融合汇聚科技

和教育的力量，做到教育与科研同向发力，

一体提高人才自主培养和科技自主创新质

量。武威职业学院与中科院上海应物所

“牵手”，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找到了高

职院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切入口，在提

升院校吸引力、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等

方面作出有益探索。

甘肃武威职业学院

深化科教融汇，拓宽成长成才通道
本报记者 吴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