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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疆教师们也结束了为期一年半的支援工作。临别之际，想

要回家与亲人团聚的迫切，与即将告别这片土地的不舍交织在

一起。这份心情与他们在此工作的成果，汇聚成上海援疆教育

事业最真诚的写照。

喀什大学：从教学延伸到科研

喀什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期以来却没有一所像样的综合

性高等院校。从2012年起，喀什地区委员会开始筹建喀什大学。

在此过程中，作为师范院校的喀什师范学院如果想要升级为综

合性大学，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理工类学科。

但是，当时的喀什师范学院几乎没有工程学科的建设经验，

很多专业都是“零基础”。帮助学校创建土木工程专业，成为

2014 年在此的上海援疆教师工作队最重要的工作任务。

“2014 年，我们上海的援疆教师帮助喀什师范学院创立了

土木工程系，促成了后来师范学院向综合性大学的转变。从土

木系，到现在喀什大学的土木工程学院，每一步都离不开上海

援疆教师的努力”。马险峰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和上一批上海援疆喀什大学工作队相比，马险峰这一批人

员人数变少了，从 10 人变成了 7 人，但是学科专业变得更加集

中：有 3 人来自土木工程专业，3 人是艺术相关专业。这在马

险峰和同事看来，如此安排显然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力量，重点

支援喀什大学两大学科的建设。

从 2014 年到 2019 年，对于喀什大学土木工程学院上海援

疆教师来说，最基础的工作还是本科四年课程的开设与教学体

系的建设。

等到 2020 年马险峰与同事饶平平、王润锴作为上海援疆教

师来到这里，工作重点从此前的教学更多转向科研。马险峰来

自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饶平平是上海理工大学环境与建筑

学院，而王润锴则来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他们在各自院校已

经积累了丰富的科研经验。

几位援疆教师带来自己原有的科研基础，然后让当地教师

参与到科研课题中。经过双方的学习与交流，最终将其作为共

同的科研成果发表。

在上海教育援疆的理念中，始终强调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教师队伍。因此，必须通过“造血”来提高当地教师在科研

上的自主创新能力。饶平平与王润锴主动找到喀什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的本地教师，表示可以“从零开始”、点对点指导他们

写论文、报项目。

此前几年，土木工程学院在科研成果上建树较少，而通过

三位上海援疆教师一年多的努力，学院的教师们发表了多篇论

文，并申报成功两个国家级项目。“可以说是科研成果全面丰收。”

马险峰说道。

科研以外，援疆教师为了更好地建设土木工程学院，还引

导师生主动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之中。“现在对于高校而言，

公共服务也是学科评估的重要环节。过去喀什地区的高校办学

过程中，在社会实践这一块与外界联动不够。土木工程学科与

城市建设密切相关，我们希望能够让喀什大学的师生参与到喀

什的城市建设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援疆教师们联系

喀什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让青年教师参与到本地“十四五”

期间的城市规划工作，也推荐了优秀学生去对方单位实习。在

　　喀什大学的学生更加热情、对知识充满渴望。“尤其是在课堂上，玩手机
的很少。讲课时，能看到一双双求知的眼睛在看着我。”

从2012年起，喀什大学开始筹建，上海援疆教师在筹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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