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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喀什职院
把学生带向广阔社会

在援疆干部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三年

来，依托沪喀职教联盟，精准对接地区产业发

展和人才需求，聚焦产业人才培养空白，突破

重点产业技能人才缺乏的瓶颈，为当地经济和

社会发展培养优质技能型人才。

李元元是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通信

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援疆后担任喀什职业技

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作为一所新办的高职院校，

教师要具备教书育人、科研育人的能力。”李元元

说，学院的科研工作可说几乎从零起步，科研处

的工作是帮助教师学会如何做课题规划，如何展

开科研工作，如何通过科研服务教育教学，助推

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学校有5位教师组织了

一个课题组，开展‘四史’教育融入新疆高校思政

课教学研究，进一步增强师生的‘五个认同’，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老师们提出，“四史”教

育要能够让青年学生真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这项科研的主要研究手段

是实地调查法，就是把学生带向广阔社会，通过

参观走访喀什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新貌，让学

生真切感受‘四史’教育的成果。”

在学院科研处指导下，生科系邓成录老师

把教学科研的课题确定为当地菌菇的栽培技

术改良。菌类食品的生产是当地农业的支柱

产业之一，邓老师要研究的是如何用秸秆等农

业废弃物做菌种的栽培肥料，从而形成一种生

态循环农业技术。目前，这项课题已获喀什科

技局的立项资助。这项课题还成为学生参加

教学实践的一个平台，学生跟着老师一起改良

菌种肥料，体会科技兴农的力量，与老师一起

把论文写在田间地头和农作物生长的大棚里。

上海援疆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工作队领队、

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干英俊介

绍，学院由原喀什卫生学校、喀什中等职业学校、

喀什师范学校、喀什艺术学校、喀什财贸学校、喀

什水利水电学校等六所中职校合并升格组建

的。他说：“通过教育援疆、智力援疆，一届又一

届新疆毕业生正奔赴在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去

年，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产学研实训基

地”获批自治区首批十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成为南疆四地州唯一一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喀什理工
培养南疆技能型人才

喀什地区有将近460万人口。近年来，喀

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的需求日益迫切，当地急需建设与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相配套、以服务工业经济为主的理工类

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按照喀什地委的要求，由

上海市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牵头，从

2020年6月开始，论证和筹划在莎车县建立一

所理工类的职业技术学院——喀什理工职业

技术学院（简称喀什理工）。目前该校筹建工
作进展顺利，已列入了自治区职业教育发展

“十四五”规划，并正在进行列入教育部高等院

校设置“十四五”规划的最后审批。学院定位

“理工”特色，以全日制专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

为主体，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结合，中高职贯

通教育与继续教育并举，着力打造“技能教育、

理工特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南疆一流高

等职业技术院校。

2023年9月，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将正

式开学。据悉，校区规划用地1156亩，由上海

援疆资金投入建设，建筑面积16.26万平方

米。学校的建筑风格、教学设施全面体现了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充分吸收了上海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一系列国内顶尖学府

校舍的经典建筑元素。主体已于2022年10月

建设完成，将于2023年上半年投入使用。学

校计划设置11个专业，涵盖汽车维修、护理、

建筑工程、计算机应用等多个领域。上海城建

职业学院、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健康医学院等多所院校将全力支持喀什理工

专业建设。

干英俊介绍，根据学校发展定位和办学特

点，发挥上海援疆优势，拟引进上汽集团、上海

建工等知名企业作为校企合作和结对支持单

位，为学校专业建设、教师实践、学生实习就

业、实训基地共建、校内工厂建设等各方面提

供必要帮助。后续，学校还将积极争取自治区

和国家支持，依托上海高等教育资源的对口支

援，进一步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立足喀什

地区，服务南疆，辐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

国家，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喀什六中
创“立德树人”新疆模式

三年来，喀什六中（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喀
什中学）办学质量逐年提升。新建设的喀什六
中东城新校区，正努力创建上海教育援疆的示

范校、标杆校、带教校。

打造“山海同心”援疆教育品牌项目，积

极探索“立德树人”的新疆模式，接续完成援

疆长远目标任务，这是上海援疆教育集团核

心校——喀什六中（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喀什中
学）全体援疆干部和教师的共同追求。近年来，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喀什六中认真探索“五个

认同”教育从目标到有效实践的基本规律。为

使“五个认同”教育有切实的长进，学校还探索

形成了一批特色课程资源，致力形成“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五个认同教育”和“文化

润疆理念”整体融合发展的有效教育方式。

援疆教师用丰富多彩、形式各异的课程和

活动，让每个新疆孩子都把“祖国”两字永远镌

刻在心间。上海援疆教师总领队肖铭校长说，

学校正在探索建设的《“山海同心、沪喀同行”

思政人文综合教育活动课程》已取得积极成

效。为了保证课程高质量实施，喀什六中引进

了上师大人文学院《中华文史经典精读》课程，

请院长和近十位教授通过线上线下为当地师

生讲课。学校缺少中国书画方面的教师，援疆

教师就自编《中国书画欣赏与表达》讲义并带

教当地教师，每周六晚上用近两小时时间给学

生开课，很受当地师生欢迎。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曹旭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为

喀什地区的师生作了题为《行走在唐诗的街道

上》的讲座，收看现场座无虚席。

喀什六中还通过阅读认知、体验表达、行走

考察三大教育形式，对学生进行中国话、中国字、

中国诗、中华史、中国路、中国志的教育和“知、

情、意、行”多方位的浸润，形成了基于校本的可

操作的综合教育活动课程，并通过课程实践探索

出对青少年开展“五个认同”教育的三条有效途

径：第一条是中国话、中国诗、中国情，第二条是

中国字、中国画、中华美，第三条是中华史、中国

路、中华志。围绕这三大课程群，喀什六中又形

成了18项课程教育活动，促进学生在技能、价值

观等方面获得正向发展。

上海教育援疆团队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让每个学生都发自内心爱祖国
三年援疆路，一生喀什情。第十批上海援

疆干部人才奔波于相隔万里的沪喀两地，推动
援疆事业不断向前。特别是其中的教育援疆团
队，努力建设“山海同心，立德铸魂”综合教育项

目，形成“文化润疆”的教育品牌，从而增强青年
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
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

挥侯继军说，上海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对口支
援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立德铸魂”贯彻到工作
的各方面，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手记】

把“五个高度认同”
贯穿办学之中
从支教到兴教，从育人到树

人，上海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组
建的教育援疆团队全体教师，三
年来努力培育和塑造新一代心
向祖国、学识优异、技能扎实的
新疆建设接班人。
“来疆为什么？在疆做什么?

离疆留什么？”这是宝山支教团队
每位成员的“必答题”。由上海援
建的“喀什理工”即将竣工揭牌，
上海城建职业技术学院围绕人才
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特别是
课程思政、学生管理等，作出了详
细规划。闵行区援助泽普县工作
团队通过成立“班主任工作室”，
在当地推进“家庭教育工作坊”，
在南疆率先普及推广新时代家庭
教育新理念。上海师范大学援疆
团队把“厚德、博学、求是、笃行”
的校训也融入到喀什六中的办学
理念中……每位援疆教师都特别
重视文化的引领作用，让优秀文
化浸润新疆各族青少年学生的心
田。让学生通过对中华名人、中
华故事以及古诗词的了解，更好
地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文化，并
在此过程中增强新疆各族学生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

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过
程中，让全体青年学生自觉形成
和践行“五个高度认同”，是整体
性构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精神支撑。正是在这
个环节，上海援疆教育团队坚持
把牢“立德树人”的教育方向，利
在当代，功在千秋。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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