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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峰

“教育家精神提出的‘勤学笃
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十分契
合职业教育教师的岗位特点，我们
必须迈向时代发展前沿，终身学
习、笃行不怠，实事求是、开拓创
新，才能培养出更多富有创新思
维、拥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山
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李粉霞近日在参加教育家精神
2024年巡回宣讲活动时表示。

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
队带头人、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
学创新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国家级教学名师……李粉霞诸
多荣誉的背后，是她20多年来对
为师之责的恪守。她以强烈的事业
心和忘我的敬业精神投入到她所热
爱的职教事业中，在平凡的岗位上
永不停歇、执着追求。

言传身教，带给学生力量

“选择当老师，是一种感恩和向
往。”谈及为什么选择教师这个行业
时，李粉霞就会想起高中班主任说

的话所给予她的信心和勇气。“原来
老师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是学生
迷茫时候的一盏指路明灯。”李粉霞
说，从那个时候起，她就决定要像她
的老师那样去帮助更多的人。

“打铁必须自身硬。我要掌握
先进技能，才能更有底气。”李粉霞
说。从2004年开始，她连续参加4
届数控技能大赛，先后掌握了三
轴、四轴以及最先进的五轴加工技
能，两次以山西省职工组第一名的
成绩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比赛，用
行动鞭策着自己努力学习技能。

身教胜于言传。老师做到了，
就能给学生力量。“有一次在车间看
到李老师在紧张练习比赛，她专注
的目光对我触动很大，没想到她这
么拼。”学生洪天岁那时便暗下决
心，自己也要拿大奖。

家长认可，坚定前行的动力

2014 年，李粉霞去朔州出
差，由于路不熟，到的时候已经天
黑了。学生王伟和王慧的父母走了
15公里路，在她经过的村口等了一
整天。黑暗处，老人闪着泪光拉着
李粉霞的手念叨着：“我们就想看
看老师。”

李粉霞是王伟的班主任，也是
他的大赛指导教师。两兄弟通过学
校的培养，双双被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录用。

“您就是一支无私的蜡烛，燃烧
自己，照亮别人。”学生张文伟的父
亲看到李粉霞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
楷模后，第一时间发来了微信祝贺，
张文伟是李粉霞刚当班主任时带出
的学生。她对孩子的关心爱护，深
受这位父亲的认可。因为信任，这
位父亲把自己的另外两个孩子也送
到山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来读书。

“再没有什么比得到家长的认
可更令人鼓舞的了。”李粉霞说。

团队努力，培养更多大国工匠

“老主任裴炳文 30 年扎根数
控，退休返聘后，经常加班加点给
师生做指导。”“骨干教师郭海青为
更好了解企业需求，主动到宁波工

厂锻炼一年。他带学生参加数控
机床装调与升级改造赛项，连续5
年获全国一等奖。”……李粉霞最
得意的是他们有一支优秀的团队，
团队成员的故事她如数家珍。

李粉霞注重带领团队开展教
学改革、推动产教融合。在她主
导下，数控工程系率先开展“理
实一体化”教学模式改革，通过
提炼、归纳大赛赛项、企业生产
项目，开发赛训融合课程；推行

“三融合”课程教学改革，政行校
企共建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
李粉霞在学校率先成立数控技能
大师工作室，依托这个工作室，
已培育出郭海青技能大师工作室
和李粉霞劳模创新工作室两个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如果不逼迫自己一把，对外
技术服务就永远走不出去。”李粉
霞带领团队寻求校企合作之路，与
苏州勤美达精密机械公司连续14
年实行“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
式，实现“校企双主体、过程四共
同、效果五共赢”，教学改革和团
队建设各获一个职业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

2017年，一家企业想和李粉霞
团队共同开展产品研发。李粉霞带
领团队经过3个月的研究试验，完
成了数控堆焊机的研制。“目前该
产品已完成了5次更新换代，申报
专利11项。”李粉霞说。

多年来，李粉霞团队先后获评
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职业教
育创新团队、国家级大师工作室等
荣誉称号，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技能
人才，毕业生中有全国技术能手32
人、全国冠军12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10人。

“我们的学生受到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等诸
多单位的青睐……”提到这些优秀
学子，李粉霞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
幸福。“择一事，守一生”，是李粉霞
22 年职业生涯的座右铭。而“择
一事，成一事”，则深深体现了她对
职业教育无怨无悔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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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夫尔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
从幼儿园做起，从小事做起，让民族
团结这颗种子从小就‘种’在每个孩
子心中。”日前，谈起民族团结，新疆
喀什地区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
米拉古丽·阿不都对记者说。

作为教育家精神2024年巡回宣
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从宣讲活动上回
来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最美教
师艾米拉古丽·阿不都没顾得休息一
下就第一时间来到幼儿园。“太想念
孩子和老师们了。”她说，“我们幼儿
园是个大家庭，我离不开他们，孩子
们也离不开我。”

孩子人人会说普通话

“园长妈妈好。”走在幼儿园里，
孩子们见到艾米拉古丽·阿不都，不
约而同地跑了过来，用流利的普通话
向她问好。“孩子们，你们好！”她摸摸
孩子们的头，像一位母亲一样，眼里
是满满的爱。

艾米拉古丽·阿不都介绍，童梦
幼儿园是巴楚县最大的幼儿园，现有
22个班，共770名幼儿，40多名教职
工。“这个幼儿园是各民族幼儿学习
和生活的大家庭。为了让每个孩子
都会说普通话，老师们用爱用心对待
每一个孩子，付出了很多。”

“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把民族团结
的种子‘种’在心里，学会说普通话是
基础。孩子们会说普通话，交流起来
就顺畅了，眼界也会开阔起来。”艾米
拉古丽·阿不都说。

“引导幼儿在玩中学、学中玩，寓
教于乐，让孩子在日常活动中学会说
普通话。”艾米拉古丽·阿不都鼓励教
师要有耐心，从一点一滴教起，要用
爱、用称赞和鼓励，给孩子们开口说
普通话的信心。

“小班孩子木开代斯，刚来幼儿
园的时候，不爱说话，胆子小，为了让
这个小女孩消除陌生感，我总是给她
最多的关注。”童梦幼儿园青年教师
李金凤说。

两个星期后，木开代斯开始慢慢
说话了，自信心也有了，李金凤走到

哪，她就跟到哪。中午吃饭的时候，
李金凤一勺一勺地喂她，说话的时
候，蹲下来搂着她。就这样，木开代
斯变得开朗起来，活泼了很多，普通
话也越说越流利了。

“每当看到老师们这么耐心地对
待孩子们，我的内心特别欣慰，也特
别高兴，她们像母亲一样陪伴着孩子
成长，践行着我们的办园理念：一切
为了孩子。”艾米拉古丽·阿不都说，

“各族老师们对孩子的爱，深深‘种’
在了孩子们的心里。”

教师们成为民族团结的榜样

“妹妹，你怎么还没下班啊？”夜
深了，老教师古再丽努尔路过李婷红
的办公室门口，看她还在忙个不停。

“我在查找资料呢，教学中遇到
些问题，我想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李婷红说。古再丽努尔一听说李婷
红遇到了困难，便停下回家的脚步来
到李婷红的身边，帮助她解决。

来自甘肃的李婷红老师，刚开始
还担心不适应这边的环境，但很快她
发现当地的老师们对她就像对自己
的亲妹妹一样，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
工作上，都照顾有加。

“教师之间的团结十分重要，孩
子们都看在眼里呢。”艾米拉古丽·阿
不都说，“言教不如身教，我们要把民
族团结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首先
要从老师做起，孩子们看到各族老师
亲如一家、和谐融洽，自然而然就会
在心里留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为了让教师们团结互助，艾米
拉古丽·阿不都鼓励各族教师结成

“一帮一”对子，在工作上、学习
上、生活上互相帮助。“遇到节假
日，当地的老师们都会盛情邀请我
们去家里做客，给我们做好吃的，
或者参加她们的亲戚聚会，大家亲
如一家。”李婷红说。

“在童梦幼儿园，各族师生共同
参与的活动丰富多彩，大大增进了
大家的感情，不仅为培养好孩子奠
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成为孩子眼中
的民族团结榜样。”艾米拉古丽·阿
不都说，“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
一家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陪伴孩
子们成长

“在幼儿园里，我们特别注重民
族团结环境的创设，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上墙，布满校园，陪伴在孩
子们身边，融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中。”艾米拉古丽·阿不都说。

在童梦幼儿园教学楼一楼大
厅，正对门挂着“传统文化，国学
礼仪”的牌匾，中国龙、京剧脸谱
等传统文化元素得到充分展示。

“我们把书本上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容，在校园里展示出来，形
象生动地呈现在孩子们的学习和生
活中，让孩子们耳濡目染地去感
受。”艾米拉古丽·阿不都说。

不仅如此，艾米拉古丽·阿不
都还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游
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孩子们通过参与各种活动，感
受和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慢慢地就把中华民族大团结的
种子‘种’在了心里。”艾米拉古
丽·阿不都说，“等到孩子们长大
了，这颗种子就会发芽、生长、开
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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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粉霞（右二）在指导学生开展工业机器人现场编程实训。 学校供图 3月7日，艾米拉古丽·阿不都和孩子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摄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

艾米拉古丽·阿不都说，言教不如身教，要把民族团结的种
子“种”在孩子心里。孩子们看到各族老师亲如一家、和谐
融洽，自然而然就会在心里留下民族团结的种子

■“择一事，守一生”，是李粉霞22年职业生涯的座右铭。而
“择一事，成一事”，则深深体现了她对职业教育无怨无悔
的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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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来自科技界的赵宇亮委员建议，

以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为抓手提升新
质生产力。

他结合工作经历，深有感触地说：
“我国科研论文发明专利数量大，但落
地转化少。我国企业专利转化还有较
大空间。创新链与产业链‘相望难相
见’，是阻碍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卡点。”

习近平总书记回应道：“过去研
究和生产是‘两张皮’，现在科研成
果转化率比过去高得多了，特别是企
业自身直接研发形成成果转化，院校
和企业形成共同体，这样的趋势、方
向是对的，要快马加鞭，把激励、促
进政策进一步抓好。”

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各地要坚持
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
类指导”；坚持深化改革，提出“着力打
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坚持科技创新，要求“掌握更多原创
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在出席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要求“推
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
合、双向拉动”……

立足当前与长远、统筹区域和全
局，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系统阐明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领航定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辩证法——
“风物长宜放眼量”

“我们在宁夏固原开展水环境治
理时，当地百姓送茶送饭，支持我们的
工作。”

“你们主要是采取什么样的治水
方式？解决什么问题？”

政协联组会上，听到北京首创生
态环保集团黄绵松委员讲述的基层一
线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插话追问。

固原所在的西海固地区，“苦瘠甲
天下”。无论在地方工作还是在中央
工作，习近平同志都挂念着西海固，为
这片土地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黄绵松告诉总书记，在大家共同
努力下，固原生态环境质量逐年改
善，今年春节期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
42.8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 2.15 亿
元，生态产品价值不断实现。

“环保党中央一直很重视，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有着飞速发展、巨
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回忆起他小
时候的北京城，“经常刮沙尘暴。春
天戴口罩，摘下来一层灰。出门一
天，家里地上一层土。”

10 年 前 ，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在北京召开，美丽的蓝天令人心旷
神怡。

“那几天天气很好，当时有人
问，这是‘APEC蓝’，能持久吗？我
回答他们，这并不是短暂的蓝天，几
年后它将是永久的蓝。”说起当年这
个细节，习近平总书记的语气变得十
分坚定。

时光飞逝，“APEC蓝”已逐渐成
为人民生活中的常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新时代的伟大变革，写在天更
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中。

从来之不易的成就谈到弥足珍贵
的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风物
长宜放眼量。不要光在那儿批评、指
手画脚，而是真正行动，解决一点是
一点。”“只要看到我们是在往前走
着，就要保持定力。”

黄绵松委员所在的环境资源界，
是十四届全国政协增设的新界别。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来到这个界
别，对委员们履职寄予厚望：“希望
广大环境资源界委员在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上作出新贡献。”

“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
展”，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
法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超智慧。

新征程上，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处
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以高质量发
展推动高水平保护，迫切而重要。

同样是来自环境资源界的胡松琴
委员，在发言中表达了她对新污染物
的担忧：“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
在从‘雾霾’、‘黑臭’等感官指标治
理，向具有长期性、隐蔽性危害的新
污染物治理阶段发展。”

“新污染物治理，这提的很及
时，就是说要有治理的意识，让我们
在这方面不至于落后。”总书记指出
辩证看待、统筹处理新老问题的重要
性，“有了新的问题，不能说前面的
老问题还没处理完就可以歇歇手，要
同步抓起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环
境保护任重道远，还要继续抓好。”

从“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
展”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从“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
础”到“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从“增强生态环保政策与宏观
政策取向一致性”到“在发展中稳步
提升民生保障水平”……统筹把握之
际，取舍定夺之间，考验的是治国理
政的强大定力和远见卓识。

在江苏代表团，张家港市南丰镇
永联村党委书记吴惠芳代表，带来了
他在农村探索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提升

民生保障水平的思考与实践。
这位从军25年的老兵，2005年

脱下军装，通过自主择业到永联村工
作。从此，建设共同富裕的幸福村成
为了他的新“阵地”。

这一干，就是19年。
“去年，永联村工农业总收入

1616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3.35亿
元，村民人均纯收入7.3万元。村里
企业发展起来后，我们通过明晰产
权，让村民持有25%股权，去年村民
人均二次分配1.7万元。”他向总书记
一项项报告。

“这个收入情况还是很厉害的。”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走共同富
裕的乡村振兴道路，你们是先行者，
要把这个路子蹚出来。要继续推进共
同富裕，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面对在场的全国人大代表们，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稳步提
升民生保障水平，引导激励广大群众
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

方面的干劲带起来”

来自江苏的孙景南代表，是中车
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一名电焊工。

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她的话语朴
素有力：“工匠的‘匠’字就是在专
业领域中对自己‘斤斤计较’一点，
历经磨砺方能实现突破。”

择一事，终一生。
从业30多年，孙景南将焊接视为

一门艺术，从学徒工成长为中国中车
公司著名技能专家、外国专家眼中赫
赫有名的“东方女焊神”。

“你是大国工匠。”总书记向孙景
南投去了赞许的目光，“大国工匠是
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新
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一穷二白，从无
到有，引进消化吸收再发展，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搞出一个独立自主的制
造业基础。”

总书记深情地说：“这一想啊，
真是无比自豪。就拿交通来说，现在
我国汽车产销量是全球最大的，新能
源汽车是最好的，高速公路里程也是
最长的，高铁走出去了，城市轨道交
通也走出去了，轮船也走出去了，大
飞机我们也造出来了，造船业的‘三
大明珠’都造出来了……都是一步步
往前走，不断地国产化，然后走在国
际前头，并在不断突破。”

“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工匠。光
图纸设计得好还不行，最后要落实到
焊工手里，没有世界顶级一流的水平，
不可能做出最好的装备。所以，我们
要实实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要树
立工匠精神，把第一线的大国工匠一
批一批培养出来。这是顶梁柱，没有
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总书记语重
心长的一番话引发全场的共鸣。

尊重工匠，更看重他们的“匠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弘

扬工匠精神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但是
远远不够，要给予他们相应的政治地
位、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建立相应
的激励机制。”

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
国国家博物馆老专家的回信，让南京
市博物总馆副馆长宋燕代表至今深受
鼓舞。发言时，她讲述了南京市文博
工作者守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
明、激发文化力量的故事。

“南京的博物馆还是很有看头的，
六朝古都，还有后面的明代、清代，东

西还是很多的。博物馆很重要，我从
小就爱看博物馆，小时候北京的博物
馆我差不多都看过了。”习近平总书记
亲切地对宋燕说。

文脉悠长，积淀一个民族的底
蕴。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希望广
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多一些和博物馆
的深度接触，进一步增强历史感。

“要把博物馆事业搞好。博物馆建设
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
物馆的教育功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充满光荣
与梦想的远征，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
同事业。

政协联组会上，来自民革的夏先
鹏委员告诉总书记，中共十八大以
来，以大陆巨大市场优势为坚实支
撑，以两岸融合发展务实举措为政策
支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机遇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取得
了长足发展。

田红旗委员建议，加快建设两岸
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深化两岸各领
域交流融合，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
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民革在对台工
作大局中进一步找准定位、发挥优
势、积极作为，更好团结海内外、岛
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不断
壮大反“独”促统力量，共同推进祖
国和平统一进程。

春风浩荡，万象更新。
展望新的征程，习近平总书记的

话催人奋进：“要继续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提振全社会发展信
心，党员干部首先要坚定信心、真抓
实干。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
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把各
方面的干劲带起来。”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