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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情无限润喀什

培训、赴沪跟岗等多种方式，开展全覆盖培训，遴选一批“金种子”

书记校长到上海跟岗锻炼，为喀什打造一批带不走的专业化中

学书记校长队伍。

在肖铭看来，上海先进经验必须因地制宜，才能在喀什受

援地区产生最大效益，“种好援疆教师自己的实验田，这是上

海援疆老师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认为，援疆教师唯

有先踏踏实实地种好自己的“实验田”，再推广有效的经验方法，

才能真正发挥“组团式”教育援疆的辐射带动效应。

如何因地制宜，援疆教师们深入教学一线。比如，在泽普

援疆的上海教师王志琴成立班主任带头人工作室，帮助当地培

育班主任并在群众间推广家庭教育。她还曾到喀什六中进行家

庭教育相关辅导，不少班主任、家长与她建立联系，倾诉教育

困惑，探讨教育经验。

而在提升师资实力外，上海援疆不忘打造配套的硬件。

2021 年 11 月，喀什六中全新的航天科普馆、图文信息馆，以

及生物、化学和物理等全新数字化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

上海援疆队伍立即对当地两千多名师生进行了相关培训，

并积极协调组织巴楚、泽普、叶城和莎车的学校师生来参观学习。

“这样一来，不仅很好地扩大了‘上师附喀’在当地的影响力，

也让更多人直观地感受到了上海援疆给学校带来的巨大变化。”

肖铭欢迎兄弟院校前来使用这些实验室、设备。　　

可以说，作为新时代喀什美好教育的缩影，喀什六中背后

是上海教育援疆对“共享美好教育”的不断深入探索。

据肖铭介绍，接下来上海援疆教师不仅要在支教学校起到

学科领头人的作用，还要加强联系将工作拓展到网络空间，将

上海优质师资资源向更广的范围辐射，发挥整体效应。为此，

援疆教师与当地四个县的教师都建立了学科指导中心微信群。

事实上，上海对喀什六中的对口支援工作成效显著——

2021 年，喀什六中高考本科上线率高达 82.86%，实现本科上线

率 5 年五连跳。2020 年 9 月，上海对口支援的喀什六中东城新

校区正式启动建设，新校区将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招生

人数、完善办学条件，拟建成“全疆领先、南疆示范、中华元素、

海派风格”的现代化完全寄宿制中学，未来也将以此打造教育

援疆的示范校、标杆校、带教校，进一步发挥援疆教育集团核

心校的功能，助推喀什地区基础教育现代化总体战略布局。

此外，立足喀什实际，发挥上海优势，推动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同样是上海教育援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起步较早的基

础教育领域，高职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开始”。

2018 年，喀什地区 6 所中职院校合并组成喀什职业技术

学院，升格为高职院校，顺利完成 4 个高职专业的申报工作。

历史性的“升格”后，喀什职业技术学院迎来了上海专家的

入驻。

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新专业开发申报、科研立项、

专业技能大赛，到实训室规划和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在上海援疆干部人才的帮助下，学校实现了“从无到有、提质

培优”的新突破。去年，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成功申请 3 个高职

专业，今年又将有 15 个高职专业招生。

近年来，上海援疆加大了职业教育智力援疆的步伐，帮助

喀什地区培养靠得上、留得住、用得好的教师队伍和管理人才。

去年，依托沪喀职业教育联盟，喀什地区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正

式成立，开展地区职教学科研究、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和学术交流，

推广优秀研究成果和教育教学改革经验等。

喀什六中航天科普馆。2021 上海援疆教育人才赴喀什支教团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