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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上海    喀什

中期轮换后，工作队更有“底气”，而继续第二轮援疆的

干英俊成为前后两期援疆教师队伍的桥梁。“一场比赛的上下

半场，我都参加了。”如今，干英俊带领着工作队成员走上了

全新的“赛场”。

据介绍，学校的申报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目前

自治区教育厅的专家组已经对我们进行了指导。接下来，相关

人员可能要到自治区进行答辩，然后专家还会再来进行实地评

估……”干英俊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教育部完成备案后，

喀理工才算有了正式的名分。

在专业的申报上，喀理工设置 6 个学院，包括汽车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学院、健康护理学院，机械电气学院，

以及继续教育学院。2023 年拟首批申报招生 6 个专业：计算机

网络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和护理专业。

“南疆地广人稀，学院和专业的设置都是根据我们前期调

研的结果来定的。有的是南疆发展大量需要的，如汽车类和电

子信息类；或者是当地最稀缺的，像医护人员，但培养一个医

生的周期太长，设立护理专业，从培养一个全科类的护理人员

开始。”张权进一步补充道，“为了充分利用好上海高等职业

教育的资源优势，我们首创了‘院包系’的形式，即一所上海

院校对应支援二级学院（系）的建设，这在教育援疆历史上是

第一次。”

相关专业实习实训基地的前期建设工作最近也已经启动。“6

个专业实训室的规划和论证基本完成。此外，我们也已经积极

接洽了一些上海和当地优质企业，通过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当地产业结构及岗位需求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干英俊表示。

整个喀什地区有将近 460 万人口，对教育的需求也非常大。

以新疆人口最多的县莎车县为例，教育人口约 36 万，占到总人

口的 40%。另一方面，本地各族群众，大多更偏向于在本地接

受技能培训并就业。喀什地区教育部门和上海援疆前指做的一

番调研发现，喀什地区原来只有一所高等职业类院校喀什职业

技术学院，再加上各个县的一两所中等职业类学校，远远满足

不了整个职业教育的需求。

在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的谋划和推动下，喀

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筹）最终选址在莎车县办学。莎车分指

工程项目工作专班成立，确定由莎车县教育局负责校区建设。

莎车县教育局副局长、援疆干部张权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

时表示：“学院地址是 2020 年底确定的，规划面积约为 1300 亩，

项目规划（征用建设）用地 889 亩。”2021 年，学院筹建工作

迈出实质性步伐——5 月，项目开工，近千名党政干部、技术

人员、建筑工人夜以继日持续作战，抢人员、抢时间、抢技术

施工周期， 保证项目顺利进展。项目一期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实

现结构封顶。

硬件建设的同时，喀理工的机构筹备也随即展开，包括人员、

学院和专业的设置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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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院长干英俊有了新身份——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筹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负责

推动学院设立申报等软件建设。

2020 年，干英俊和同事们刚接手职教援疆工作。当时担任

喀什职院教务处处长的他和队员们帮助学校在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修订、新专业开发申报、科研立项、专业技能大赛、实训室

规划和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工作上，实现了“从无到有、

提质培优”的新突破。

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效果图。

喀什六中全新的航天科普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