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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职

业教育工作要点》中提到，强化重点发

展产业专业供给，聚焦于“扶产”专业

建设深化，紧密契合国家重大战略，紧

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的脉搏，

优先扶持和发展一批与三大先导产业

和六大重点产业集群息息相关专业。

4 月 19 日，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举办了主题为“与数据共生共长，与产

教共享共创”研讨会。 此次研讨会旨

在探讨大数据时代下，如何通过现代

学徒制培育未来的工匠精英，并通过

技能大师工作室孕育工匠型教师，展

现产教融合在促进师生专业化发展方

面的多元路径。

此次研讨盛会汇聚了众多领导嘉

宾，包括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裘薇、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职教处副处长俞文达、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装备中心职教教师

培训管理科科长赵晓伟、上海师范大

学教育管理系主任关晶、上海东海职

业技术学院传媒学院院长左田田、全

国劳模王曙群技能大师工作室主持人

王曙群及其团队、上海市软件行业协

会副秘书长沈颖、晶程甲宇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产教部副总经理庞聪、新

华三技术有限公司产教项目经理饶双

燕、纳斯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新

宇等。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党委副

书记、校长冯梅，党委书记王晋及校领

导、教师代表，以及计算机技术应用

（大数据）学徒班的全体成员也共同出

席了这一盛会。

俞文达在开场致辞中讲到，此次

研讨会不仅是行业企业、高校与中职

合作的新征程起点，也是为学校专业

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的契机，要把

握形势、顺势而为，期待持续深化产教

融合建设试点，充分发挥其突破性和

引领性作用， 引领产教融合迈向新的

高峰，形成鲜明的头雁效应。冯梅校长

在致辞中提到， 学校积极探索新时代

工匠精神与技术技能相结合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主动求变，努力为转型发展

和产业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

师与徒：技能大师匠心独运，劳模

精神铸就高超技艺

2023 年，在装备中心的引领下，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与上海航天设

备制造总厂有限公司的王曙群老师携

手共创， 成功建立了中等职业学校王

曙群技能大师工作室。 来自 5所中职

校的 7 名优秀学员，怀着对技艺的热

爱与追求， 纷纷加入这一培养未来工

匠的摇篮。学校党委书记王晋表示，相

信在全国劳模、“大国工匠” 王曙群老

师的带领下， 工作室将为上海职教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注入新动能，培育、

锤炼更多的学习型、创新型团队，学校

党委将继续充分发挥劳模的表率作用

及技术专家的示范引领作用， 积极为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管理运行提供有力

支持和保障。

站在新的起点，王曙群技能大师

工作室将实行师徒制培养模式，在技

艺传承方面，让学员们在王曙群的精

心指导下，深入钻研专业技能，感悟工

匠精神的深刻内涵。

在揭牌仪式上，王曙群与王晋书

记共同为工作室揭牌， 并对学员们

寄予了厚望。7 名学员上台接受了王

曙群授予的技能徽章， 赵宏明代表

全体学员表示， 他们将在工作室的

学习中不断提升技能水平， 为未来

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 赵晓伟

科长表示， 王曙群技能大师工作室

的成立， 不仅是打造高品质劳模文

化育人品牌的重要举措， 更是推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重要载体。 他相

信在王曙群的带领下， 工作室将为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

力， 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

才。

学与工：现代学徒匠心传承，智能

科技引领创新人才

教育部于 2014 年提出的现代学

徒制，作为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新范

式， 强调技能传承与校企双主体的

深度融合。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携手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及晶程

甲宇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于 2021

年成功申报了计算机应用技术（大

数据应用）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

三年来，校企双方紧密合作，联合招

生、共育人才，深化产教融合，共同

探索具有特色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主任关

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她指出，这一

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教育改革，不

仅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的专业知识与

技能贯穿于中高职教育的始终， 而且

通过现代学徒制的实施， 为学生提供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平台、 大数

据技术与自信表达的舞台， 有助于培

养更多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大

数据人才，为行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产与教：校企协作匠心引擎，人才

培育转化新质价值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

部门印发了《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

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4—

2026 年）》，要求紧贴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发展需要。 上海市工商

外国语学校始终紧跟产业数字化发

展新动向， 与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共建产业学院， 为学生提供优质的

实习实训平台、考证平台，致力于培

养新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为

激励学生积极拥抱最新科技前沿，

特设立新华三企业奖学金， 以激发

更多未来工匠、数据达人、技术能手

的职业梦想。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软

件和信息服务业处处长裘薇在总

结讲话中提到，看到行业企业对职

业学校未来工匠培育的新生态，也

看到技能大师工作室孕育工匠型

教师的新样板，多模态产业和教育

的无缝衔接，可以真正助力工匠型

师生技艺与价值双跃升。 她希望，

在未来，学校要继续把握教育数字

化转型机遇，培养出具备工匠品质

及职业素养的技术型、 工程型、应

用型人才，为上海数字化转型产业

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

保障。

多模态产教无缝衔接 助力工匠型师生技艺与价值双跃升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主办“与数据共生共长 与产教共享共创”专题研讨会

在影视制作中， 灯光能够烘托

气氛、突出形象、反映人物心理，也

能够影响观众情绪， 因此影视照明

是影视制作中的重要一环。 在影视

照明行业中， 北京成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董宏宇凭借优秀的创

新能力对照明技术深入钻研， 成功

带领企业实现产品自主研发， 发展

为行业领军企业， 为影视灯光和电

源产品领域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

力。

董宏宇自幼便与照明结下了不

解之缘。 他自小喜欢电子产品，对电

路设计非常感兴趣， 这种好奇心驱

使着他不断探寻照明的奥秘。 在大

学时期， 他毅然选择了应用电子技

术专业，深入钻研照明技术，并积极

参与各种实践活动， 锤炼自己的专

业技能。 毕业后，董宏宇凭借扎实的

专业基础和前瞻性的见解， 顺利踏

入影视照明行业。

“影视照明不仅仅是简单的照

亮，它更是一门艺术，是科技与美学

的完美结合。 ”董宏宇这样说道。 正

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在 2018 年创

建了北京成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身为公司总经理， 董宏宇深知创新

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因此，他大

力推行自主研发， 鼓励团队成员敢

于尝试、勇于创新。他本人研发出“平

板型聚光灯灯具”“一种大功率影视

用气体氙灯灯具”“一种影视用聚光

型灯具”等 11 项专利技术，为公司

主要产品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技术

基础。

董宏宇深知影视灯光产品对于

拍摄和演出的重要性。他常说：“灯光

是影视作品的灵魂，能够为场景营造

氛围，为角色塑造形象。”正是基于这

样的认知，他主导研发的影视灯光产

品，不仅追求出色的性能，更注重稳

定的光源质量。董宏宇带领团队不断

突破技术瓶颈，研发出一系列广受市

场青睐的影视照明产品， 包括 LED

平板灯、氙灯、闪电灯等，可满足舞台

表现、影视制作、文化活动和景观工

程等各种场景和现场需求。

以上产品在拍摄现场展现出了

良好的性能，为摄影师和导演创造了

更多的可能性。 例如，董宏宇主导研

发的产品“氙灯 X100”曾用于电影

《长津湖》《流浪地球二》《四海》 以及

电视剧《西出玉门》等的拍摄，在各种

恶劣的环境下满足了摄制组的各种

光照要求。董宏宇对此深感自豪：“我

们的灯光产品能够为影视作品增添

更多的层次感和艺术感，这是对我们

工作的最大肯定。 ”

除了影视灯光产品，董宏宇还带

领团队在电源产品领域取得了显著

成果。他深知电源产品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对于照明设备的重要性。 因此，

在研发过程中， 他始终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力求打造出具有高效、稳定、

安全特点的电源产品。 此外，董宏宇

非常注重服务的质量和附加值，他带

领团队在产品售后、使用指导及功能

定制等方面下足了功夫。他坚持以客

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提供全

方位、个性化的服务解决方案。 这种

服务模式不仅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

赞誉，还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

碑。

董宏宇以其在照明行业中的突出

贡献和创新能力， 成为该领域的佼佼

者。 他的专利和原创产品不仅为企业

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还为整个照

明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

力。 他展示了一位照明设备工程师的

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也为行业树立

了一个勇于创新和不断进取的榜样。

展望未来，董宏宇将继续带领他

的团队在照明行业中不断探索和创

新。 他表示，将致力于研发更多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照明产品和电源产

品，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张华）

董宏宇:
旅美小提琴演奏家乔丹，她的

追求就是要把高质量的音乐呈现

给观众，给他人带来感动，充实他

人的生活。

她出生于天津，自幼学习小提

琴，参加过的演出不计其数，她曾

在中国国家大剧院、 北京音乐厅、

保利剧院等大音乐厅演出。她与世

界知名的大音乐家合作过，她曾在

法国与国际知名小提琴大师马克

西姆·文格洛夫共同演奏门德尔松

的室内乐作品，并作为世界知名音

乐节的特邀小提琴手参与演出。她

的足迹遍布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许

多国家。她不仅拥有极高的艺术造

诣，更重要的是她每一次演出都很

用心。

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

古典音乐的爱好者因为工作繁忙、

交通不便或者身体原因无法到音

乐厅现场感受音乐的美妙，这对很

多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来说是很

大的遗憾。乔丹作为专业的小提琴

演奏家，致力于把高质量的音乐带

到真正需要的人身边。乔丹认为感

动不仅仅应该发生在音乐厅，音乐

无处不在，每个热爱音乐的人都应

该有机会听到高质量的音乐。她认

为音乐本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需

要和热爱音乐的人们。2019年，她

曾到一位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人家

里演奏过巴赫的全套小提琴 6 首

无伴奏奏鸣曲与组曲，这是老人这

辈子最喜爱的音乐作品。 老人说，

瘫痪以前她每周都会到音乐厅去，

而这 30年她不再有这样的机会。

2022 年 6 月 3 日，在莫巧里

老人院（Marjorie P. Lee Se－

nior Retirement Communi－

ty），乔丹演奏了巴赫小提琴无伴

奏 E大调第三组曲。巴赫的小提琴

无伴奏作品是小提琴演奏中最重

要的“试金石”，技巧艰深复杂，包

含了复杂的乐曲结构，复杂的和弦

和变化无穷的音乐形象，对演奏者

的能力是巨大的考验。很多伟大小

提琴家在自己的告别音乐会上依

旧会演奏这一套作品。乔丹的精彩

演绎让台下的老人们感动不已。

老人院的老人体弱多病，减少

过多的演奏人员，可以相对减少对

他们健康的潜在风险。 这样的演

出，乔丹演奏了数百场，她认为，老

人们更需要艺术，由于健康原因他

们无法到音乐厅去，把高质量的音

乐带给他们是音乐家的责任，她会

用其一生继续为社区带来更美妙

的音乐。

（王杰）

乔丹：音乐无处不在坚持自主研发创新
助力照明行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