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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前 ， 湖 南 最 大 的 “ 菜 篮
子”——湖南省长沙县海吉星市场迎
来了一群特殊的“顾客”，他们是长沙
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的“湘菜之子”
实践团。通过现勘、座谈等方式，实践
团学生收集到了第一手数据信息，为
湖南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这是长沙商贸旅游职院立足长
沙，服务“三湘”即湘菜、湘旅、湘
商的一个画面。长沙商贸旅游职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崔德明表示：“学校锚
定‘双高计划’建设目标，以集中优
势资源打造的餐饮智能管理专业群为
牵引，着力推进大数据与会计、电子
商务等专业群建设，服务学生全面发
展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湘菜香飘万里
“徐记海鲜很多门店的中坚力

量，都是来自长沙商贸旅游职院的毕
业生，光中高层管理干部就有 69
人。”知名湘菜企业徐记海鲜集团监
事会主席殷辉表示，企业与该校合作
已有 10 年。徐记海鲜每年还在学校
专门设置 3 个现代学徒制订单班，提
前“定制”人才。

作为湘菜企业的龙头之一，徐记
海鲜为什么对该校的学生“情有独
钟”？殷辉告诉记者，餐饮行业是一个

“勤行”，需要一大批“干得好、留得
住”的高素质人才，而该校餐旅会专业
群培养的学生与企业实际需要完全对

口，解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
近年来，该校餐饮职能管理专业

群主动对接以徐记海鲜、冰火楼、新
长福等为代表的湘菜龙头企业，按照

“专业共建、过程共管、责任共担、
成果共享”的合作模式，推动师资互
聘互派，并建立了集“产、学、研、
创、赛”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实训基
地，将企业用工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

该校湘菜学院 2021 届毕业生赵
琪，入学即进入徐记海鲜订单班。除
了在校期间的学习和参加湘菜学院

“湘菜之子”实践团活动外，赵琪还
利用周末、寒暑假完成了在门店的
300 学时企业认知实践。毕业不久，
赵琪便成长为高级区域主任。

“聚焦湘菜行业进一步做精做大
的需求，学院还承接了多个湘菜企业
的员工培训工作，同时开设 13 门国
际化课程，将湘菜推广至日本、萨
摩亚等国家与地区。”该校湘菜学院
院长邓应华表示，学院已累计开展
在职员工培训 7789 人次，并牵头成
立了海外餐饮产业学院，助力湘菜
香飘万里。

志愿服务讲好湘旅精彩
今年暑假，长沙又一次迎来游客

“打卡”高峰。在各大红色旅游景
点，长沙商贸旅游职院“红小团”队
长熊一郎正和团员一起，为远道而来

的游客提供讲解服务。
2020 年，受疫情影响，湖南文

旅产业一度人才“告急”。该校餐旅
会专业群在调查走访相关行业企业
后，迅速成立红色青年志愿服务队

“红小团”，下设志愿讲解服务队、志
愿礼仪服务队、综合志愿服务队 3 支
小分队，全力支撑本土文旅产业复
苏。

“我想用青年一代喜闻乐见的方
式讲好湘味故事，将红色文化‘潮’
宣讲进行到底。”熊一郎笑着说，在

“红小团”参加志愿服务期间，他创
作的近万字雷锋纪念馆导游词获长沙
市“百年风华，走红长沙”导游词创
作大赛一等奖，并在 2023 年湖南省
技能大赛导游服务赛项中夺得金牌。

据介绍，自“红小团”成立以
来，专业群先后有近1000名学生报名
加入，从中诞生了17块省级技能竞赛
金牌。此外，专业群还主动深挖长沙
周边旅游资源，为浏阳市官桥镇苏故
村精心设计了独具特色的“慢游、慢
韵、慢趣、慢品”系列主题产品。

打造会展产业湘军
从展前的标展、特装展数量质量

外观检查，到展中的定期巡馆、物料
管理、餐饮配送、新闻发布，再到展
后的装卸监管、出馆指引⋯⋯今年以
来，在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中非经
贸博览会、长沙国际车展等多个大型

展会上，总少不了长沙商贸旅游职院学
生的身影。

会展产业是衡量区域开放度、经济
活力和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
湖南当前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此，该校
餐旅会专业群加快整合政行企校各方资
源，不仅按照真实项目轮训、优秀作品
展示、学校考核评价、企业单位聘用四
个环节构建了“做、展、评、聘”的就
业服务体系，还与中国轻工企业投资发
展协会、长沙市会展行业协会共建了

“长沙会展与互联网营销产业学院”，服
务湖南会展产业发展。

“参加这种大型展会，我不仅收获
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更能用自己的专业
技 术 为 湖 南 本 土 高 规 格 展 会 提 供 服
务。”该校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学生赵
宇赫说。

目前，该校餐旅会专业群已连续 7
年在京西宾馆等地服务全国两会，并先
后为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北京冬
奥会、博鳌亚洲论坛等提供高端会务服
务。学校还在114个地方建立了校外实
习就业基地，为长沙本地乃至全省全国
输送了一大批能用、好用的会展产业湘
军。

长沙商贸旅游职院党委书记袁义和
表示：“学校将牢牢抓住专业群建设这
个‘牛鼻子’，在服务‘三高四新’和

‘强省会’战略中不断提升关键办学能
力，全力打造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高
地。”

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推进餐旅会专业群建设，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

一所高职院校的“三湘”情
本报记者 陈文静 通讯员 匡芳

本报讯 （记者 任朝霞）“他们牺牲时都还
是孩子，平均年龄只有 20.5 岁。”日前，“巍巍
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
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志和堂开展，复
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任重书院院长陈尚君观展
后表示“难掩内心的波澜和感动”。

巍巍太行，英雄吕梁。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
南村国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旧址，长眠着 49 名
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无名烈士。今年
1月，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正式邀请复旦大学
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课题组对方山南
村烈士进行系统发掘和分子考古鉴定。科研团
队依靠学科融合和科技创新手段取得了一系列
原创性成果，此次展览通过发掘过程、DNA 寻
亲、烈士死因、复原照片、个体生活史等信息
复原呈现的方式讲述英烈故事，纪念和传承烈
士精神。

课题组由 5 名青年教师和 11 名学生组成，
他们首先需要将骸骨从墓葬里发掘、提取出来，
进行清洗，并转移到帐篷内进行解剖图摆放、体
质测定、病理分析、人骨三维立体扫描等检测，
然后开展实验室研究工作：建立烈士 DNA 数据
库、完成烈士体质分析、还原烈士个体生命史、
复原烈士真实面貌。

“师生们几乎是一边流着泪，一边完成挖掘
工作。”展览现场，文少卿介绍说，在发掘现
场，考古队员们看到了无数令人扼腕叹息的景
象：一具遗骨的头骨眼窝上方有个穿透式的弹
孔，而从牙齿的磨损痕迹判断，这位烈士年纪尚
小；一具遗骨右腿股骨处有平整的切痕，应该是
在当时简陋的环境下接受了截肢手术；还有的烈
士墓里挤着两具骸骨⋯⋯

这次挖掘是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2022 级硕士
生王克第一次参与真实的考古挖掘。3 月 15
日，当他小心翼翼地铲出墓里人骨的轮廓，扫净
每根骨头上的浮尘后，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一
具未完全发育成熟的骸骨静静地躺在墓穴里，从
膝盖处骨头显示出的特征判断，这名烈士的生命
大约停止在16岁。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自己16岁时还在高中
读书，还很幼稚，有时偷懒，有时无所事事。而
几十年前，同龄的他们却在战场面对枪林弹雨，
甚至失去了生命。”一瞬间，王克百感交集。

除了常规挖掘工作，2022 级硕士生许怡冉还负责和烈士亲属联系，见证
了不少烈士亲属寻亲的动人故事。

2022 年底，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的崔玉岐来到方山县峪口
镇南村寻找其三叔崔海治烈士的墓。通过查阅史料、走访村民，吕梁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一块占地面积约 3—4 亩的坪垣上，埋葬着国
际和平医院第七分院多名因抢救无效牺牲的烈士，崔海治烈士极有可能被埋葬
在这片烈士墓地中。

7 月 9 日，经过 DNA 比对，课题组确认方山县烈士墓地 M19 个体即为崔
玉岐的三叔崔海治烈士，这场漫漫寻亲之旅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前，课题组在烈士 DNA 寻亲方面已有多年技术积累及成功案例。在新
技术支持下，课题组已完成 572 具烈士遗骸的鉴定工作，基于国家英烈 DNA
数据库，他们确认了平遥遭遇战中牺牲的原八路军某团政委邹开胜的遗骸，了
却了邹开胜73岁女儿的一生寻亲之愿。

和骸骨一起被发掘的，是一段段催人泪下的革命往事。科技手段复原着当
时的抗战和生活场景，英烈的精神震撼着每一个人。

“烈士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人物，而是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个生动具体的
人，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甚至年纪比我们更小的鲜活生命。”许怡冉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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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熊杰） 近日，厦
门市教育局公布 2023 年教育系统单
项奖表扬名单，其中胡元国、蔡国楂
等 10 名“兵教师”获评“最美退役
军人”单项奖。本学期，厦门有近
50 名“兵教师”上岗。这是厦门打
通部队退役人员入职通道，实施“兵
教师”培养计划的一个侧影。

2022 年 6 月，厦门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市教育局、市委编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下发了 《厦
门市实施退役军人教师培养计划工作
方案 （试行）》，加强对“兵教师”
的培养。

《方案》 提出，建立在校非公费
师范生退役军人转公费师范生制度。
明确厦门生源通过高考进入教育部直
属或福建省内有培养公费师范生的师
范类高校，属于非公费本科师范生
的，在就学期间参军并退役复学后，
经本人提出申请，经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市教育局联合考核合格的，由教
育部门与其签订公费师范生培养就业
协议书，纳入厦门市公费师范生培养
对象，享受公费师范生同等权利。

厦门从选、培、聘、管、用等方
面入手打通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
职任教通道。一年多来，已有近 50

名优秀退役军人至中小学任职任教，
为教师队伍注入新鲜血液，成为厦门
教师队伍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厦门建立退役军人教师职业能力
培养制度。对厦门市接收安置的 33
周岁及以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和复员干部，有意投身
教育事业的，经考试选拔、择优录取
后，委托集美大学等高校进行为期一
年的免费专项定制培养，帮助其掌握
教育教学能力，帮助其参加教师资格
证相关学科考试，以获取参加教师公
开招聘资格。

厦门还通过优待政策鼓励退役军
人边就业边自主学习，对自学考试取
得教师资格证的 35 周岁以下退役军
人发放2000元/人的一次性奖励。同
时，严格落实大学生士兵参加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考试笔试成绩加分优待政
策，全市 6 人通过公开招聘考试加分
被中小学、幼儿园录用。

下一步，厦门将加大师资培养
力度，在依托厦门退役军人学院原
有一年期脱产免费培训的基础上，
增加教师资格证考试和公开招聘考
前短期培训班，提高退役军人考取
教师资格及参与教师公开招聘的数
量和质量。

厦门多层面打通“兵教师”任教通道
本学期近50名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

针对义务教育农村弱、城市挤、
大班额的问题，如何促进优质教育资
源共建共享、有效提升办学质量与效
益？走进大别山南麓的英山县，一张
张高分答卷展现在记者眼前。

自从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教联体”战略部署以来，湖北省英
山县委、县政府积极响应，将融合型
教联体建设纳入强县工程，融入城乡
建设总体规划，高位落实教联体建设
工作。目前，该县 11 个教联体全部
挂牌并运转，先后完成了机构设置、
制度建设等相关工作。

“今秋学校报名人数达到了 240
多人，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 倍。”见
到记者来访，英山县实验小学坡儿垴
校区执行校长查定兴难掩兴奋。

坡儿垴校区原本是英山县温泉镇
的一所完全小学，地处城郊相接处，
在英山实小和白石坳小学两所优质校

的夹击下“艰难求生”——片区内学
生不断进城读书，学生数量锐减，一
度濒临撤并。

如何让这样一所“空心”学校重
获“新生”？

今年7月1日，英山县教联体学校
全部揭牌。本着“共建、共赢、共享”的
原则，根据地域分布特点，该县以城区
优质学校为核心，打破城乡教育壁垒，
通过“以城带乡”“以强带弱”“城郊融
合”等手段，分别融合 3 至 5 所乡村学
校，组建了11个教联体。

便利的交通、优美的校园环境，
加上百年名校实验小学的支持，新学
期坡儿垴校区仅一年级报名人数就达
到 80 人。更让人欣喜的是，还有 60
多名其他年级学生回流。

王宇滔就是回流学生中的一位。
一至三年级他一直在英山县实验小学
读书。得知新学期实行教联体改革，

王宇滔的父母决定将他转回坡儿垴校
区。“现在的王宇滔，学习变得更加
主动，上课也能大胆举手回答问题
了。”王宇滔妈妈笑着说。

“通过教联体一体化办学，既缓
解了城区学生入学压力，又能让农村
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名校资源，实现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英山县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姜意安表示。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教联体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只有实现城
乡区域内师资均衡，才能让家长吃下

“定心丸”。
为释放教育新活力，英山县教育

局积极探索教师轮岗制度，让优秀教
师流动起来，通过合理分配教师资
源，把重点学校的教师派到薄弱学校
任教，让薄弱学校的教师到区域内重
点学校跟岗学习，促进教联体学校师
资双向交流。

教联体成立后，该县 3300 多名
教师统一管理、统一调配、统一培
训、统一考核。全县教师交流轮岗共
计280人，其中骨干教师70人。城区
核心学校到农村支教 110 人，其中骨
干教师 40 人，教师专任化、专业化
水平得到提高。

“激活整个教联体的功能，需要
发挥好核心校的示范作用，关键在于
充分发挥政教、安全、教学等各条线
的中层干部活力，理顺教联体管理体
制机制。”英山县实验小学教联体党
委书记周文革说。

“融合型教联体建设不是一个学
校的‘单打独斗’，而是所有学校在一
起‘抱团取暖’，在经验交流中碰撞创
新的火花。”姜意安表示，目前各教联
体已经完成挂牌，想要达到质量整体
提升，还必须在体制机制上深度创
新，激发教联体建设产生质的变化。

湖北省英山县推进融合型教联体建设——

城乡携手让“空心”校重获新生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胡连江 尚紫荆

（上接第一版）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学校建校已有

约 20 年，部分建筑曾存在外墙瓷砖
脱落的安全隐患。部分墙体瓷砖不
但出现空鼓和脱落现象，色彩搭配
也不美观。为让墙体变得更具安全
性 与 美 观 性 ， 前 海 学 校 刮 除 了 瓷
砖，并选用与学校整体色彩更搭配
的涂料粉刷墙壁。前海学校党总支
书记、校长唐毅兵介绍：“我们选用
的墙体涂料不但能吸光、不刺眼，还
增添了校园的时尚感和美感。同时，
这让校园与周围小区建筑融为一体，
更具和谐感”。

改造后的校园不但更美，还更加
实用，前海学校体育教师韩炎志感受

到，实施“百校焕新行动”后，学校
很多运动场馆更便于开展体育教学
了，“以前，学校篮球场与足球场之
间的地面不平整，学校将校园地面拉
平后，学生的活动空间变得更大更安
全了”。

据悉，南山区“百校焕新行动”
2022 年一期惠及 44 所学校、幼儿
园，现均已完成设计工作，其中 37
所学校、幼儿园已进场实施改造提
升。今年，南山区多个部门在对 6 所
中小学开展改扩建和新建设计工作
时，还共同推出“校园城市主义六校
实践展”，尝试打造“社区公共图书
馆”，重塑校园边界，形成校园与社
区联结的接口。

老旧学校蝶变“焕新”

（上接第一版）
扑下身子，悉心研究。浙大学者

们走进“一带一路”沿线的埃塞俄比
亚、斯里兰卡、埃及、南非等 20 多
个国家，实地考察中国在当地的新兴
工业园区、大型设施的建筑工地。在
与当地政府官员、社区民众、工业园
区负责人访谈中，摸准实际问题，锚
定研究方向。

“共享”则是另一种治学态度。
浙大牵头承编国内首部权威“一带一
路”建设知识普及型读物 《“一带一
路”读本》《“一带一路”一百问》，
输出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

等 10 多个语种版权，从宏观和微观
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及
世界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向更广受
众解读相关政策。

浙大还积极搭建科技共享平台。
依托文理工农医多学科优势，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享科技创
新成果，加强联合研究中心共建，创
设了“中国—印度尼西亚海洋科学与
技术中心”“浙江—马来西亚传统药
物联合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

文化架桥 文明互鉴
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尼泊尔遭遇强烈地震，大量珍贵文物
古迹遭到严重损坏。我国首个大规模
文物援外项目——加德满都杜巴广场
九层神庙修复项目由此启动。

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李志荣
带领文物数字化团队，两度赶赴加德
满都，用数字化方法记录和再现九层
神庙的修复过程，特别是记录了尼泊
尔瓦木建筑传统工艺。“浙大数字化
技术考古的成果，是中尼两国千年丝
路文化交流互鉴的当代延续。”李志
荣说。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
鉴，因互鉴而发展。

在浙大，有一支队伍联合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拍摄纪录片 《我到丝路
去》，从华人生活、经贸合作和文明互
鉴 3 个主题出发，讲述在丝路上的中
国人与当地人合作发展的故事。此
前，该团队还前往乌干达、坦桑尼亚等
地，拍摄了《90后的中非情缘》《我到非
洲去》《重走坦赞铁路》等纪录片，以纪
录片为媒介搭建交流的桥梁。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浙江大学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校将继续以教育
科技人才为抓手，构建多边合作机
制，一同书写互利共赢、相知相亲、
互学互鉴的“一带一路”时代新篇。

10 月8 日，在安徽省芜湖市繁昌
区繁阳镇城关二小创客教室里，教师
组织机器人社团的学生进行编程等训
练，提高同学们的科技创新意识，培
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田园园 摄

小小创客
动手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