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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满目葱翠。街道中
央 绿 化 带 大 多 种 着 月
季、连翘、木槿等花卉
和低矮的灌木，街道两旁
则是国槐、白蜡树等高大
的乔木。它们高低错落，
相映成趣。一个晴朗的
午后，伴着一路宜人的风
景，本报记者一行驱车从
驻地出发，沿着河西区黑
牛城道转入海河之滨的
大沽南路，再前行三四
公里，抵达了此次探访
的目的地——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 （以下简
称“天职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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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探访 ⑧⑧

伴随改革开放应运而生
助推职教国际化再立新功

在天职师大车辆的引导下，我们穿过
校园的一条梧桐大道，而后右转前行约
100 米停下来。眼前是一幢三层大楼，进
口处挂着“鲁班工坊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非盟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牌子。我们径直
进入大楼乘电梯到达顶层的会客室。

“欢迎到访天职师大！”校党委书记张
金刚和副校长吕景泉热情地同我们握手、
互致问候。一落座，张金刚就高兴地和我
们分享该校最近的一件大喜事：“就在上
个月，我校的‘鲁班工坊国际发展研究中
心’成功入选新一批天津市高校智库。我
们将以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为鲁班工坊
进一步建设与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
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截至目前，鲁班工坊开办数量达到27
个，分布在亚非欧三大洲的 20 多个国
家，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职教品牌、中国
职教国际化的典范之作。“鲁班工坊国际发
展研究中心”能成功入选新一批天津市高
校智库，充分彰显了天职师大在此领域的
雄厚实力。

张金刚说，天职师大拥有一批以吕景
泉为代表的中国职教国际化领域的权威专
家。吕景泉是鲁班工坊创立的主要参与者
和建设者之一，首创并牵头研制鲁班工坊
项目内涵、建设原则、标准模式、实施路
径、保障措施，组织并推动完成亚非欧 8
个鲁班工坊的建设项目。他拥有 30 多年
从事职业教学与实践的经验，发表了一批
在业内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张金刚相信，
以吕景泉为首席专家和牵头负责人的“鲁
班工坊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将继续以一流
的研究成果助力包括鲁班工坊建设在内的
中国教育国际化实践。

天职师大拥有 20 年教育援外的经验
并与外方院校合作，高水平创建了埃塞俄
比亚鲁班工坊。张金刚介绍，2003年，该校
作为教育部首家“教育援外基地”开始参与
中国政府援建埃塞职业教育机构项目——
埃塞—中国职业技术学院，之后又牵头指
导巴基斯坦建设“旁遮普天津技术大学”。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校与埃塞俄比亚技
术大学合作创办了埃塞俄比亚鲁班工坊。
这些经验和业绩使“鲁班工坊国际发展研
究中心”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领
域高水平战略智库。

天职师大伴随改革开放春风应运而
生，被誉为中国职教师资摇篮，中国“职教
黄埔”。“1979年1月，天职师大的前身——
天津技工师范学院经批准设立，由此开启

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潜心培育职教师资
的征程。进入新时代以来，天职师大成为
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共建的第一所天津市
属高校，向建设世界一流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的目标阔步前行。”张金刚充满自豪地
说，“天职师大 40 多年的深厚积淀，奠定
了‘鲁班工坊国际发展研究中心’成功入选
的基石。”

继承中华传统班墨文化
汲取陶行知、黄炎培教育智慧

吕景泉曾任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和天津
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全程深度参
与鲁班工坊的创立和建设工作，特别是系
统化提出鲁班工坊核心要义，已经成为鲁
班工坊和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标志性
人物。在今年 4月上旬举行的鲁班工坊建
设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吕景泉荣任专
家委员会主任。作为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
人，他主持完成的项目获得职业教育领域
首个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面对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吕景
泉谦虚地表示，这些都是中国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的产物、植根于中华本土文化的产
物，源于中国本土实践。吕景泉结合鲁班
工 坊 的 教 学 模 式“ 工 程 实 践 创 新 项 目

（EPIP，即 Engineering Paractice Innova-
tion Project 的首字母缩写）”作进一步解
释。他说，EPIP 是他在 30 多年职教教学
实践和理论研究基础上，广泛汲取中国古
代、近现代教育智慧，借鉴国际先进教育
教学理念基础上创立的教学模式，适合培
养技术技能人才。

吕景泉强调，EPIP具有中华传统文化
基因，具体而言，就是把墨子重视实践的

“行为本”“亲知”“名实耦”的思想、黄炎培
主张学校与企业联合育人的“建教合作”
思想、陶行知关于“生活即教育、社会即
学校”的思想融会贯通起来，是中国职教
在模式、话语、体系领域的一次成功实
践。吕景泉说：“为了充分彰显融通古今的
职教文化特征，营造浓郁的校园职教文化
氛围，我校近年来建设了‘行知园’‘炎培
园’，正在建设以鲁班文化和墨子文化为主
题的‘班墨园’。”

我们沿着校园的林荫道步行约 10 分
钟抵达“行知园”。那是位于一幢科研楼前
约 2亩、呈长方形的绿地，被防腐木做成
的微型拱桥大体平分成两部分，分别被设
计建设成寓意“知”和“行”的景观。拱桥后
方是寓意融合“知”“行”、用青砖铺就的圆
形迷你广场。位于其中心的长方体基座上
安放着陶行知铜质半身塑像。塑像后方是
5 块约一人高、暗棕色的长方体厚铜板，

左边两块和右边两块分别是用镂空手法和
模仿雕版工艺刻着汉字楷书“知”和“行”；
中间一块则是用上述手法刻着融合“知”

“行”的陶行知自创字。
之后，我们跟着吕景泉来到“炎培

园”。那是一片颇为茂盛的树林，约 10来
亩地大小，呈长方形。梧桐、栾树等杂植
其间，数条青砖小道纵横交错。林间的空
地上安放着一个状如“翅膀”的大型金属几
何造型雕塑，显得厚重敦实，格外引人瞩
目。我们走近看到，几何造型的多个面上
都刻着黄炎培的教育名言，其中包括那句
著名的“手脑并用，双手万能”。在树林靠
近南边马路一侧，安放着黄炎培铜质半身
塑像。

“‘班墨园’建成后，也会安放由相关机
构赠送的鲁班和墨子的雕塑，也会精心设
计建设道路和景观，布置长椅，让大家能
进得来、待得住、坐得下。”吕景泉说，“三
个园的景观各具特色，但蕴含的理念贯
通、根脉相连，让师生们从不同视角尽情
品味和领略中华职教文化的魅力。”

加大援助西部职教力度
让工匠精神之花盛开祖国边疆

“炎培园”南侧的马路对面是机械工程
学院所在的逸夫楼。在宽敞明亮的逸夫楼
一层大厅，我们见到了即将毕业的该院几
名大四藏族学生。

“我想回拉萨做一名职校教师，把在这
里学到的先进机电技术带回去，培养更多
藏族当代‘鲁班’。”丹增释迦满怀憧憬地对
记者说。

同样打算回故乡做职校教师的还有来
自昌都的女孩拉姆和来自日喀则的小伙子
落追。拉姆特别关注提升家乡女生的职业
技能，想帮助更多农牧民女孩掌握机电技
术，使她们有机会进入装备制造业就业。
落追表示，他要把学到的电子工程技术和
先进的实训装备引入家乡的学校，升级当
地的职教环境。

他们都不约而同提到鲁班，认为他象
征的中华工匠精神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
财富，作为天职师大学子，努力为家乡的
雪域高原培养现代“鲁班”是他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丹增释迦等学子立志扎根边疆培养
“鲁班”，传播工匠精神的行为感动了天职
师大。“在海拔4300米的西藏阿里地区狮泉
河镇的一所中职学校，有我校 33 名优秀
毕业生在那里任教多年，默默奉献，无怨
无悔。2021年9月，我专程去看望他们并
与该校开展对口支援。”张金刚向我们讲述
了当时的场景，充满感慨。

进入新时代，天职师大不断加大国内
教育援助力度，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为包
括西藏、新疆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培养和
提供职教师资援助。据统计，最近 10 年
间，天职师大为西部地区职业院校输送职
教师资约2600名，为西藏、新疆、云南等
省份培养公费中职师范生2000余人，其中
包括34个少数民族的公费中职师范生800
余人。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天职师大发起

“高校—政府部门—职校”联盟，与贵州、
甘肃等 4个西部省份的教育主管部门及中
职学校合作实施顶岗置换研修项目，破解
了西部地区职教教师教学任务繁重、脱产
培训困难等问题。截至目前，共有 605名
优秀学生到西部地区中职学校顶岗实习，
为西部地区培养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未来
名师、领军人才夯实基础。

深情厚谊跨越山海
助力世界青年自强自立

“这可难不倒我，鲁班是中国古代一
位心灵手巧的木工，发明了锯子、刨子等

工具。我小时候在国内读中国历史故事时
就知道了。”来自西非贝宁的小伙子约翰是
天职师大汽车维修工程专业大三学生，曾
携手中国队友摘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迷宫机器人赛项的金奖，深谙中国“工匠
之祖”鲁班的掌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自己的职业理想是毕业后把在中国
学到的技术带回贝宁，先在汽车制造工厂
积累更多动手的经验，之后去职业院校做
教师，培养汽车工程师，带出一批非洲的
当代“鲁班”。

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姑娘麦瑞娅所学
专业是机械工程。她告诉记者，自己正努
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补回来。虽然对一些
女生来说，机械工程通常显得较难，但是
这里的老师讲解得耐心、细致，再加上有
一流的实训条件，她学起来得心应手。“目
前，我正忙着写关于超声波机械的毕业论
文。”麦瑞娅自豪地说，“毕业后是继续深
造还是工作，我还没有想好，不过可以肯
定的是，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增强了
我的竞争力。”

像约翰、麦瑞娅这样来天职师大学习
的国际学生每年超过1000人。该校近年来
扩大招收留学生的规模，提高留学生教育
质量，使优质职教资源更好惠及海外青
年，培养了一批国际“鲁班”。

此外，该校积极创办埃塞俄比亚鲁班
工坊，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为埃塞合
作伙伴院校等培养一批职教师资。陶拉·
阿莱姆就是其中一位，“我已经在这里取
得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全面接
受 EPIP 项目训练。博士毕业后，我将到
埃塞鲁班工坊做教师，进一步拓展专业范
围和深度，把所学和精力投入本国职业技
能人才培养。衷心感谢天职师大对我们的
无私帮助。”阿莱姆对我们说。

在阿莱姆感谢的天职师大教师中，江
绛无疑是最知名的一位，作为埃塞鲁班工
坊中方负责人，他和妻子在新冠疫情期间
始终坚守在埃塞俄比亚，带领当地师生完
成了所有实训装备的安装调试并积极投身
当地教学工作。相关事迹经诸多媒体报道
而广泛传播，成为中国职教人服务海外的
一段佳话。

在天职师大国际交流处，我们通过视
频连线，与远在7000公里之外的江绛、埃
塞鲁班工坊的埃塞方负责人贝蒂等进行了
交流。他们一字排开坐在镜头前，身后就
是中方提供的智能机械臂等实训装备。

“鲁班工坊给埃塞带去了最先进的职
教体系，包括职教理念、教学模式、教材
和实训装备等。作为鲁班工坊中方负责人
和教师，我虽然吃苦受累，但看到这里师
生对技术的渴求和取得的进步，特别是青
年人如愿找到心仪的工作或者成功创业，
看到其他东非国家青年纷至沓来，我就收
获感满满，干劲十足。”江绛在与我们分享
经历和感受时这样说。

贝蒂表示，鲁班工坊不仅使埃塞学生
获得了最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而且影响
力辐射整个东非地区，肩负为埃塞、肯尼
亚、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国家的 16 所职
校培养高水平师资的重任。

我们的探访结束了。回顾此次天职师
大之行，大家不约而同地谈到江绛在接受
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我的终极目标是让埃
塞不再需要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是
的，中国职教人恰似火种，不辞辛劳跨越
山海，只为以中国现代职教体系点亮各国
青年人的梦想，以中华千年工匠精神点燃
各国青年人奋斗的热情，助力他们成为技
艺精湛的当代“鲁班”，实现自立自强并薪
火相传。

“职教黄埔”话鲁班
——探访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本报记者 李有军 张保淑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师、埃塞鲁班工坊中方负责人江绛（左一）在当地授课。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师、埃塞鲁班工坊中方负责人江绛（左一）在当地授课。

近日，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牵头研发的±800千伏
直流高速开关科技成果，顺利通过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组织的产品鉴定，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该产品问世
标志着我国首台特高压直流高速开关研制成功，填补
了我国直流高速开关设备系列产业链空白，其性能整
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我国特高压多端直流工程的
建设运行提供坚强保障。

直流高速开关是多端直流系统的关键设备，由近
千个零部件组成，是十分精密的开关电气设备，在多
端直流工程中不可或缺。

“多端直流采用直流高速开关，可提升直流系统运
行的灵活性与可靠性，相较于隔离开关开断时间极
短。隔离开关动作一次时间约24秒，无法实现第三站
点在线投退和故障线路快速隔离。”南方电网超高压公
司电力科研院领军级技术专家兼攻关项目组成员张长
虹说，“直流高速开关动作一次仅需21毫秒，在我们不
经意的起心动念间早已经动作到位了。”

据了解，目前国内使用的±800千伏直流高速开关
完全依赖进口，这些进口的产品陆续出现了断口湿耐
受绝缘不足、小直流电流开断能力较小、操动机构动
作振动大、均压环电晕明显等问题，暴露出设备在绝
缘裕度、机械传动链、电弧控制等不足。不仅维修成
本高昂，而且维修时间也不可控，是多端直流工程建
设“卡脖子”的设备之一。

为了破解该难题，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联合设备
厂家、科研院所等科研力量，组建了横跨“产学研用”
科研攻关团队，对特高压直流高速开关开展攻关。

“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实现国产化，还要性能更
优、更有竞争力。”南方电网公司超高压公司创新部副
总经理兼攻关项目负责人吕金壮介绍，攻关团队系统
分析了目前运行的高速直流开关运行工况，结合后续
工程的通用性要求，对新研制的设备结构、尺寸、性
能等提出了要求：性能指标全覆盖、现有工程可直接替
代、后续工程留有裕度。

吕金壮介绍，研发过程十分艰辛，不仅要重点攻
克内外绝缘配合、机械传动链优化、直流小电流开
断、长时直流燃弧耐受等性能提升的技术难题，还要
克服研发基础薄弱、考核标准缺失、疫情反复等一系
列困难和挑战。

攻关团队根据项目计划拟定实施方案，确定了绝
缘及开断性能、整体结构及设计定型、国产化样机研
制等重要节点。经过团队22个月的连续奋战，攻克了
灭弧室长时燃弧耐受能力、无震荡回路直流电流开断
能力等世界级难题，最终成功研制出特高压直流高速
开关设备样机并一次性通过全套试验验证。

以中科院院士陈维江和工程院院士邱爱慈领衔的
产品技术鉴定专家组一致认为，国内首台±800千伏直
流高速开关，填补了国内特高压多端直流工程用±800
千伏直流高速开关空白，提高了高端电工装备自主可
控性。

“±800千伏直流高速开关的成功研制，摆脱了国
外技术封锁，实现了特高压直流高速开关国产化关键
技术突破，提升了公司在该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巩
固了公司直流领域核心竞争力，为国内高压直流装备
产业升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南方电网公司超高压公
司副总经理刘相枪说，“这是公司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道
路上的重要事件，后续将围绕先进电工材料及新型装
备、大规模新能源直流送出工程安全稳定运行等关键领
域，持续布局战略性、引领性技术创新。”

（李 品 谷 裕 黎卫国）

国内首台特高压直流
高速开关研制成功
国内首台特高压直流
高速开关研制成功

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近年来突出思政教育，通过排
演海州历史清官戏剧小品，组织红色故事会、廉政书画
展等多种形式，潜移默化，助力开展青少年思想教育。
图为海州区洪门街道的工作人员组织学生创作廉政书
画作品。 周向菲摄

山东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近年来依托全国一体
化政务服务平台，全新打造“智慧云空间”，构建了“云
指导、云审批、云勘验”和投资项目会客厅、项目管家为
一体的企业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模式，有效激发了市场
主体活力，实现市场主体稳定快速增长。

图为近日，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云空间”服务
专员正在办理企业线上审核勘验业务。

商景博、田伯林摄影报道

数字转型 智慧政务

创作书画倡廉洁
江 苏

连 云 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