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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承湖畔，杨柳依依；天光云影，千顷澄碧。6月11日下午，
常熟理工学院举办“我和书记聊个天”活动，进一步激发毕业生爱
党爱国爱校之情，传承“立本求真、日新致远”校训精神。图为校
党委书记朱士中与毕业班学生党员代表面对面交流人生理想。

常熟理工宣传部供图

近年来，徐州工程学院创新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挖
掘体现区域特色的红色育人资源，把

“红色元素”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活动，把红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探索形成了“红色文学、红色
话剧、红色馆藏”三大红色品牌，用红
色筑牢立德树人之魂。

创作红色文学 点亮理想之灯

不同时代的红色文学，包含着不
同的时代精神。徐州工程学院党委书
记张新科创作的红色文学系列，在高
校校园文化发展与丰富的过程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有效载体与理想信念教育
的重要纽带。2016年底，张新科历经
两年时间,以惊人的毅力和高度使命
感完成了弘扬雨花英烈精神的长篇
小说《苍茫大地》。这是一部聚力时代
责任的文艺精品，在南京首发后，赢
得好评如潮，被誉为“当代《红岩》”。
荣获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入选“全国十
佳图书”和“新华书房”江苏十佳好书
榜。省委宣传部专门召开《苍茫大地》
研讨会，该书被列为省委党校干部培

训必读书目。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淮海战役胜利70周年。张新科出
版了全国首部全面、系统、立体描写淮
海战役的长篇小说《鏖战》，向淮海战
役胜利70周年献礼。描写渡江战役的
长篇小说《渡江》业已杀青即将面世，
成就了张新科的“英雄传奇三部曲”。

清明前夕，徐州工程学院精心组
织千余名师生开展清明祭扫淮塔活
动。这既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又是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的实际行动，更是引导广
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弘扬“淮海战
役精神”、点亮信仰之灯的生动实践。

原创红色话剧 传递信仰力量

自编自演红色话剧,传递伟大信
仰力量。徐州工程学院以长篇小说
《苍茫大地》为蓝本，组织200余名师
生自编自导大型原创红色话剧《苍茫
大地》，以时代的名义向英烈致敬，用
艺术的手法呈现红色文化的魅力，用
鲜活的英烈事迹还原了一段真实的
历史。自去年4月11日在徐州工程
学院首演以来，引来社会各界强烈反
响，获得广泛好评，先后应邀前往驻
徐部队、中小学校、兄弟院校、淮海战
役烈士纪念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

馆、江苏大剧院等公演20余场，两万
余人观看演出。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搜狐网、新浪网等媒体相继报道,被
誉为一堂生动的“舞台思政课”，掀起
一场徐州工程学院的“红色旋风”。

去年10月，大型原创红色话剧
《苍茫大地》精彩亮相紫金文化艺术
节，喜获“江苏省大学生戏剧展演优秀
剧目奖”。在公演的同时，徐州工程学
院还启动了“阅读《苍茫大地》，弘扬雨
花精神”主题教育活动，举办了主题党
日（团日）、朗读会、征文比赛，师生座
谈会等系列活动，让大学生重温英烈
事迹，接受精神洗礼，学生反响强烈。

挖掘红色馆藏 培育时代新人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贯彻落
实徐州工程学院“四大观”办学理念
中的“大文化观”，积极打造专业文化
特色，该校充分挖掘淮海地区革命文
化资源，于去年6月建成了淮海地区
革命文化博物馆，用历史文物展示淮
海地区党的发展和革命斗争、抗日战
争和淮海战役的光辉历史，并积极开
展红色文化大讲堂，邀请革命老人、
专家学者，新四军、八路军后代来校
讲述革命历史。其中包括曾经潜伏于
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部”的中共地
下党员，多次成功传送重要情报到华
野总部、为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
献的钱树岩老人以及北京新四军研

究会顾问刘华苏少将等。
该馆通过讲述历史、讲好故事、

讲清规律的红色教育活动,为开展思
政课教学营造生动场景，提供鲜活教
材。每年有5700名新生和万名在校
大学生到该馆接受一到两节课的“红
色文化情境教学”。淮海地区革命文
化博物馆已成为坚定理想信念，弘扬
红色文化，培育时代新人的红色教育
重要基地。

徐州工程学院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守
正有为,笃实创新,努力践行“大应用
观、大工程观、大生活观、大文化观”
的办学理念，项目化推进大学生素质
提升“五个一工程”。尤其注重创新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弘扬主旋
律,自觉将红色革命历史和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
中,大力实施原创红色经典推广行
动,红色文学创作和原创红色话剧巡
演独树一帜,积极打造国内高校人文
教育特色高地。

徐州工程学院将继续努力，弘扬
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用红色打
好大学生立德树人的鲜亮底色。创新
育人模式，拓宽育人载体，深化育人
效果，奏响新时代学校发展最强音。

王世泉
(作者系徐州工程学院党委常委、宣

传部长)

徐州工程学院：

用红色筑牢立德树人之魂

正当6月毕业季，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学生王文祥并没有急着找工
作，他几乎一整年都在昆达电脑科技有
限公司实习，毕业后就正式入职了。

来自常工院16机电333班级的
王文祥，是“毕业与就业无缝对接”的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受益者
之一。在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尚未毕业已被企业提前招走是一
种常态。学校就业率多年来一直保持
在98%以上，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
保持在95%以上。

“‘育养匠心、幸福人生’是我校
师生的共同愿景，产教融合和校企合
作如同一把钥匙，使我们师生能加速
开启幸福人生的大门。”在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缪昌武看来，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提高毕业生就
业质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走访调研·优格局

长期以来，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持续开展走访调研活动，学校各级
领导走访调研相关政府部门和知名
龙头企业，收集了大量数据和资料。

近期，校党委书记缪昌武带队深入各
二级学院、部门了解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进展。校领导还先后赴广东、
湖南几所国家级示范高职院校考察
学习，重点交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经验。

“我校在‘区校合作，院企融合’
的校企合作模式基础上，已逐步建立
起‘学校+地区+园区+行业骨干企
业’四级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体
系。”校长杨劲松介绍。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优化顶
层设计，先后与苏州昆山市、常州国
家高新区、武进国家高新区、常州市
金坛区建立了四个区域合作联盟。

“区域合作联盟的建立，为校企深度
合作搭建了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服
务共享、特色共享、品牌共享的平
台。”副校长蒋新萍解释。

模式创新·激活力

“嗨购班”是由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信息学院和江苏嗨购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的现代学徒制育
人模式，“嗨购班”的学生会进行“专业

在岗”与“在校学习”的轮换，学校安排
了四位专业老师在企业进行全程指
导。现在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天坐着班
车在学校和企业两头跑。

除了“嗨购班”，学校利用专业优
势，还与其他龙头骨干企业开展订单式
人才培养项目，比如“孟腾卓越工程师
班”“有心电商班”“昆达电脑班”等。
2017年6月，学校与武进国家高新区、
江苏宇邦工业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等
企业合作建设具有混合所有制性质的
智能制造跨企业培训中心。同年，与西
太湖科技产业园共建西太湖现代服务
业学院。各种模式的创新、实践，使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迸发无尽的活力。

校企双赢·育匠才

5月27日，学校与江苏恒立液压
股份有限公司共建了“恒立学院”。早
在2011年，学校就在企业设立了“产
学研办公室”，共建“国家工程机械高
端液压件及液压系统协同工作平台”，
成功研发出填补国内空白的“工程机
械核心高精密液压件”，并通过国家科
技成果及国家新产品鉴定，授权4项

发明专利及17项实用新型专利，企业
已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精密液压件铸造
基地，项目年新增产值5.6亿元。

此外，学校还与常州星宇车灯股
份有限公司共建“星宇学院”，企业捐
赠了价值近400万元的各类车灯模
具；与常州孟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共
建“孟腾智能工程学院”，企业捐建了
价值近50万元“孟腾智能工程学院”
设计工作室；与东方盐湖城、常州广电
大陆国旅共建“东方盐湖城企业学院”
和“广电大陆国旅企业学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
育的基本办学机制，也是办好职业教
育的关键所在。”缪昌武在学校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时特别强
调，“2019年是贯彻落实‘职教20条’
开启职业教育新时代的第一年，职业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每一位高职学
生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学校在提
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服务
企业生产和技术革新的同时，更要不
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致力于
培养更多具有‘匠心’的人才。”

张 燏 沈叶菁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产教融合勤耕耘 静待花开会有时
一年多来，南信大推动公共基础

课程供给侧改革成效明显。大胆引
进校外英语培训机构教师，实行大
学英语、大学数学等课程的挂牌授
课……一系列创新改革举措促进了
良性竞争，释放了教师教学的“新动
能”，学生课程成绩、竞赛成绩、课堂
满意度均大幅提升。

2018年初，南信大首次引进了
20余位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师，与本
校教师组成混合团队，共同承担大
学英语课程。基于此，由学校教务
处、大学外语部牵头实施的一系列
英语教学改革逐步向纵深推进。

“引进校外机构教师带来了潜在
的竞争压力”，大学外语部负责人沈春
蕾认为，良性的竞争环境让英语教师们
在集体备课、课堂教学改革上投入了更
多的精力，不少教师会抽空旁听校外教
师的教学。据统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8级学生四级首次通过率较上届相
比提升了8个百分点。在2018年12
月的四级考试中，南信大2018级学生
成绩达600分以上的人数是2017级学
生同期考试的两倍多。

而后，一份详细而厚重的分析报
告被呈上了专题研讨会。“结合教师考
评和绩效改革，提升公共基础课程教

学质量”“注重优良教风、学风的传承，
注重青年教师公共基础课程教学能力
的培养”……报告“干货”满满，包括对
每一题考察的知识点、分值占比、试题
来源等的总结，以及对不同专业、不同
班级的学生成绩进行全面数据比较、
归因分析及意见建议等。

据了解，在2019年江苏省第十
六届高等数学竞赛中，南信大学子
获得一等奖52人，二等奖107人，三
等奖200人，获奖人数和各级别奖项
数均创历史新高。

“教师全身心投入课堂，进行课堂
课后测验、组建学习小组等，一系列举
措取得明显效果”，大学数学部曹春正
表示，学校遵循大学数学骨干教师成
长规律，通过结对辅导、互相促进、鼓
励进修等方式，为骨干教师、青年教师
等创造提升的平台和条件。

据悉，南信大配套出台了一系列
奖励政策和激励制度，鼓励、引导教
师参加国内外高水平教学竞赛、微课
比赛和教育教学方法等各类学术研
讨，并创造条件选送优秀教师进修或
深造。同时，推行教师考核制度改
革，加强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和管理，
实施以评促教，考核淘汰等制度，最
大程度调动教师积极性。 杨 硕

内外联动 挂牌授课
南信大以良性竞争释放教学“新动能”

日前，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
庆、四川、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山
东、山西、辽宁等12个省（市）共30
位纪念馆馆长们，在同一天里走进常
州大学30个思政课课堂，为大学生
们讲述红色文化故事。

这些馆长中，有来自南湖革命纪
念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共
产党驻南京办事处纪念馆、邓小平故
居陈列馆、周恩来纪念馆、瞿秋白纪
念馆等革命类纪念馆馆长们，他们讲
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
革命家为党和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
故事；有来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
战纪念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等
抗战类纪念馆馆长们，他们讲述抗日
战争时期催人泪下的英雄故事；有来
自辽沈战役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
馆、淮海战役纪念馆、渡江胜利纪念
馆等解放战争类纪念馆馆长们，他们
讲述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先烈为民族
解放而奉献的感人故事；还有来自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常州革命烈士纪念
馆、金坛区烈士纪念馆等烈士纪念馆
馆长们，他们讲述革命烈士英勇献身
的动人故事。

常州大学党委书记陈群表示，“这
次邀请来自全国各地各类纪念馆馆长
进课堂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学校在推
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条件下，统筹推
进‘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深入挖掘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以红色基因传承为
抓手，探寻更贴近时代特点、更贴近青
年学生思想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方法，通过丰富的教育内容，创新的教
育形式，激发学生的爱国情、强国志和
报国行。此次还特地聘任30位馆长
作为常州大学客座教授，后期他们仍
会走进课堂为大学生们讲述红色故
事。他们的加盟，将为常州大学传统
思政课注入新鲜色彩。”

“这次请馆长们走进课堂，内容非
常丰富，涵盖的面很广，故事链完整，
让丰富多彩的红色故事进入思政课
堂，与英雄对话，与历史同行，使思政
课更具吸引力、感染力和生动力，促使
学生了解历史、认识国情、开拓视野，
砥砺理想与信念，激发爱国主义情感
和奋斗志向。”常州大学近现代史与红
色文化研究院院长朱成山如是说。

有学生欣然表示：“馆长们讲的很
多故事，触动人心，让我们感受到了共
产党人、革命先烈的民族气节和伟大
精神。革命精神是穿越历史时空的，
我们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用青春去
书写新时代篇章”。

“共和国是红色的，红色故事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画卷上最浓
烈的色彩，是丰富的精神财富。讲好
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也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责任。”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
张宪义说。 包海霞

常大思政课堂 一天迎来30位馆长
跃·青春

日前，南通大学举行“院士廊”揭幕仪式。中国科学院院
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段树民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南通
大学教育部·江苏省神经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顾晓松教授作为
该校杰出校友代表参加活动，与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浦玉忠、校
长施卫东一同为“院士廊”揭幕。

南通大学“院士廊”位于该校啬园校区中心地带，占地1800
平方米，共展示了该校培养出的10位成就卓越的两院院士。他
们中有开创我国原子能农业应用事业的徐冠仁院士、雷达信号
处理专家保铮院士、我国兽医病毒学开拓者殷震院士、纺织工
程专家梅自强院士、我国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余松烈院士、人
体着装舒适性研究的开拓者姚穆院士、神经生物学家段树民院
士、医学组织工程学与神经再生专家顾晓松院士、心血管疾病
专家陈义汉院士、肝脏肿瘤专家樊嘉院士。

作为一所具有107年历史的老校，南通大学一直秉承“道
德优美、学术纯粹”的价值追求，践行“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
地”的办学理念，弘扬“祈通中西，力求精进”的校训精神，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为国家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骨干栋梁，在各行各
业建功立业，铸就了通大人才培养的声誉和品牌。

“10位院士是通大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通大人的情怀和追求，他们爱国敬业、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精
神更是学校宝贵的精神财富。”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在致辞中
表示，“建造‘院士廊’是为了重温院士的奋斗历程，铭记院士的
卓越贡献，激励广大师生拼搏进取，为创造南通大学更加辉煌
的未来奋勇前行。” 范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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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首届小学语文统编
教材主题研讨活动在南京市中华中学
附属小学成功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为

“关注要素·注重整合”，活动分为现场
授课、沙龙论坛、专家讲座三部分。

现场授课展示分三个会场同步进
行，各团队精心策划了10节优质课，
涵盖低、中、高三个学段的教学，直观
地展示了文言文教学、习作单元阅读
教学及阅读策略单元的教学；沙龙论
坛更是干货不断，专家们认为“阅”之
根本，为进门说话，与文本相遇。关于
文言文教学，专家提倡需整合目标，在
文字、文章、文学的基础上达到文化的
高度；随后，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处长陆志平作的题为《小学语文新教
学设计》的讲座也让老师们感受颇深。
他从语文课程的转型与教学设计的取
向、大单元教学设计的思想、小学单元
整体教学设计的思路与设计三个方面
展开了详实专业的讲述。

本次主题研讨活动基于统编教材
“双线组元”的编排特点，引导广大一
线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关注语文要
素，注重单元整合，体现了老师们对统
编教材的钻研和思考，通过对教学大
方向的合力碰撞，对与会教师认识和
使用统编教材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高燕 张颖 戴琰

全省首届小学语文统编教材

主题研讨活动举行

南通大学党委书记浦玉忠和院士专家们在院士廊交谈。

毕业前夕
我和书记聊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