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莎车县职业技术学校就读的学生

亚森·卡热， 来自于莎车县 “樱桃之乡”

米夏乡的贫困家庭， 在去年入学专业选择

上， 他一眼就看中了学校新建成的特色专

业———“农产品加工与保鲜”。

学习了果蔬保鲜专业知识后， 亚森·

卡热初步算了一笔明年家庭经济账 ，

“通过气调保鲜， 我们家的樱桃可以延期

保存到 7? 8 月份， 单价可以从 6 月份盛

果期的 50 元一公斤上涨到 100-120 元

一公斤， 这样， 我们家的 3 亩樱桃收入

可以翻番， 明年起， 我们家就可以摘掉

‘贫困户’ 的帽子了！”

据陈敏介绍， 农产品保鲜与加工专

业成立于 2016 年 7 月， 该专业不仅致力

于农产品的保鲜工作， 还于 2017 年建成

一条完整的果蔬汁生产线和果蔬干燥设

备， 进行干果制作； 2018 年更是建立农

产品检测实验室， 对农产品农兽药残留

和营养成分进行检测。

这一 “接地气” 的专业， 得到了企

业的一致好评。 “我们已和当地三家企

业开展校企合作， 现在以订单培养的模

式为企业输送人才。” 农产品加工与保鲜

专业的部长关小春介绍， 农产品保鲜加

工专业已经招收了两届? 共 150 名学生，

第一批学生明年 6 月毕业， 将赴 “虚席

以待” 的岗位工作。

说起莎车县职业技术学校， 很多人并

不陌生。 2014 年 5 月， 莎车县职业技术

学校有四名学生代表新疆， 参加 2015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汽车运用与维修赛

项目， 参赛选手全部获奖， 这也是汽修国

赛上第一次有了新疆维吾尔族选手的身

影。 2016 年的国赛上， 又第一次有了来

自新疆的国家级裁判员。 如今 ， 从莎车

县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 就业率达

95%， 工作收入从每月 500 元大幅上升

到每月 1800 元。 “莎车县职业技术学校

两 个 校 区 共 有 近 12000 名 学 生 ， 这

12000 个孩子， 直接影响了12000 个家庭

的脱贫情况。” 陈敏说， 作为职校校长，

他一直深感压力， 职业教育办得好不好，

直接影响莎车县的孩子们能否走出贫困。

两年前， 刚到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的
陈敏发现， 9 月白葡萄大量上市的时候，

莎车批发价不过两块钱一公斤， 到国庆期
间， 葡萄价格就涨了一倍； 关键是同一品
种的葡萄在上海， 已经卖到了 35 元每公
斤。 “这种价格的变化， 除了物流运输的
影响， 还直接受当地农产品保鲜加工技术
的作用。” 陈敏说。 如果是商人， 这么大的
价差， 看到的是商机， 而陈敏， 作为上海
市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 挂职莎车县职业
技术学校的业务副校长， 想到的却是， 应
该结合当地农业特色， 将农产品加工与保
鲜专业作为职校的下一个发展方向。

陈敏不过是上海职业教育援疆的一个
缩影。 2010 年， 中央启动新一轮对口援
疆工作 ， 上海调整对口支援喀什地区莎
车 、 泽普 、 叶城 、 巴楚四县 。 2014 年 ，

上海-喀什职业教育联盟成立， 沪上 14 所
中高职院校， 与上海对口支援的喀什地区
职校结成 “二对一” 帮扶关系， 以职业教
育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脱贫致富。

随着职业教育越办越好， 当地的孩子都主
动来学习技能， 只为有一天靠自己的双手
勤劳致富。

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帮助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人才供不应求的状况并不是一时一

地的成果。 在喀什地区中等职业学校，

服装缝制的专业课上， 三个班级 100 多

名学生 ， 正在同时进行缝制训练 。

“2017 年纺织班不过两个， 但今年一下

子扩展到 19 个班级， 因为人才需求太

旺盛了！” 专业负责人李芝琴说， “第

一期 160 多名学生已经临岗实习， 但对

应的人才缺口， 仍有三分之一。”

阿斯耶·买买提依明是服装缝制课

的专业课老师 ， 2015 年 6 月毕业于东

华大学的她， 本身就来自喀什。 “毕业

的时候， 老师告诉我， 在我的家乡有一

个适合我的机会， 衡量再三， 我就回来

了。” 在喀什地区中等职业学校的三年，

阿斯耶经历了服装专业从无到有的诞

生， 直到去年， 该专业学生获得了喀什

地区服装大赛的三等奖。

“这要感谢我的母校———东华大学

的支持。” 指着走廊上的教师一览表， 阿

斯耶告诉记者， 现在 14 个任教老师中，

有一半是来自东华大学的援疆教师。 两

年多来， 在以东华大学为龙头? 联合上

海多家中高职院校的组合帮扶下， 学校

创办了纺织服装类专业， 拥有了专业教

师团队， 完成了专业体系建设， 开发了

2个专业 20门核心课程教学资源库和共

享软件平台， 建成了纺织服装理实一体

化实训 （验） 室和专业图书资料室， 成

立了纺织服装专业校企合作委员会。

在上海援疆的莎车? 泽普? 叶城?

巴楚四县 ， 几年来 ， 援疆资金已累计

投入超过 3 亿元 。 目前 ， 莎车县职校

的服装? 汽修? 焊接? 钳工实训车间，

泽普县职高的民族手工艺? 物业维修?

电工电子 ? 计算机运用实训教室 ， 叶

城县职高的建筑 ? 烹饪实训设施 ， 巴

楚县职校的西点制作实训室等都已建

成并投入运营 ， 四县职校的硬件水平

均已具备申请自治区示范性学校的条

件 。 在新疆自治区职业技能大赛上 ，

莎车县第二职业学校和巴楚县职业学

校的学生共获得五个一等奖 ， 创造了

历史最好成绩。

以促进就业为导向， 一人就业全家

脱贫， 职业教育在扶贫扶智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作用。 2 年来， 上海规划帮扶喀

什重点建设的 10 个职教专业， 初现育

人成果。

然而事业发展， 关键在人。 喀什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 需要一支靠得

上? 留得住? 用得好? 带不走的教师队

伍和管理人才队伍。

今年 4 月， 陈敏带队 15 位莎车县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赴上海培训学习 ，

先后到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 金山

食品学校 ? 浦东振华职校学习取经 ，

从管理到专业学习上海先进经验 ， 他

们还与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达成了

远程网络教学资源合作 ， 实现了沪喀

两地课程资源共享 ， 为专业课程建设

注入强大的上海力量。

在整个喀什地区 ， 上海援疆既

依托上海后方学校 ， 把好老师 “请

进来 ”， 组织星光计划 “金牌教练 ” ?

国家级重点职业院校名师等组成讲

师团送教上门 ； 又立足喀什学校实

际 ， 把好苗子 “送出去 ” ， 支持 40

多名喀什地区的专业教师到上海进

行挂职培训 。

为了更好地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

2014 年 ， 在上海市教委支持下 ， 沪喀

两地依托上海后方的职教资源， 创新机

制 ， 建立了上海-喀什职业教育联盟 ，

采取 “学校+企业+行业 ” 的模式 ， 通

过资源整合? 信息互通和项目化运作，

加强两地职业教育合作， 打造现代职业

教育帮扶格局。

经过四年多的发展， 沪喀职教联盟

已吸引 6 家行业协会 ， 24 家企业 ， 26

家职业院校加入， 联盟成员从刚成立的

78 家发展成现在的 99 家。

而今年， 上海 14 所中高职院校对

口喀什地区 3 所? 对口四县 4 所职业学

校， 在专业建设? 师资培训? 课程教材

开发? 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面精

准帮扶， 助推喀什地区职业教育内涵建

设并快速发展。

“接地气” 新专业， 市场人才需求 “爆棚” 对口职业学校成绩斐然 建立机制， 培训一支 “永不走” 的教师队伍

▲ “上海———喀什职教联盟” 纺织服装人才培养

基地， 学生正在开展实训。

荨 莎车县职业技术学校， 农产品加工与保鲜专

业的学生在开展专业实训。 均 顾超摄

逝 者

民建市委召开十三届三次全会
本报讯 （记者周渊 通讯员徐泽春）民建上海市委昨天召开十

三届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上海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听取并审议了

常委会工作报告、民建市委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并增补杨成长

同志为民建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选举并增补了民建

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通过了《民建上海市第十三

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确定了 2019 年民建市委工作重点。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市委主委周汉民作工

作报告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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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沪台共享发展新成果
2018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在台北举行，

两市再签3项备忘录

本报台北 12 月 20 日专电 （特派记者蒋竹云）20 日上午，以“永

续的城市，永续的发展”为主题的 2018 台北上海城市论坛在台北举

行。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率领上海市政府访问团出席论坛并发表

主题演讲。 论坛上，沪台两市签署了 3 项交流合作备忘录，台北市市

长柯文哲出席签署仪式并致辞。

在主旨演讲时， 周波代表应勇市长向参与和支持上海发展的台

湾同胞表示诚挚谢意。 他说，2010 年以来，两市每年轮流举办论坛，

开展了一系列务实高效的交流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两市民众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 上海与台北两市交流已成为两岸城市间政

府交流和民间合作的典范。当前，上海正在着力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

竞争力，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

为深化沪台两地合作交流带来了更大的空间。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

的一家人，应该更多地交流以增添情谊、更多地合作来实现共赢。 我

们坚持“九二共识”这个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愿继续秉持“两岸一家

亲”的理念，与台北共同谱写更多美好的双城故事，共同维护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大局。

柯文哲在致辞中说，通过九年的努力，“双城论坛”已经成为两岸

关系持续进步的推动力量，增加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 台北和上海都

面临着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双方都有可以向对方借鉴的地方，希

望通过此次论坛推动两市成为循环经济的标杆城市，也希望“双城论

坛”能循环不息，两岸和平关系永续发展。

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作了主题演讲。 沪台两市代表就大健康产

业、文化、公共住宅与都市更新、环保与市民服务等议题在论坛上进

行交流。

在此前的“双城论坛”上，两市已签署过 30 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此次又签署 3 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上海市与台北市青少年运动员培

养合作交流备忘录、上海市嘉定区与台北市大同区交流合作备忘录、

上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与财团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会、台

北市电影委员会交流合作备忘录。

19 日下午，周波一行前往台北兴隆公共住宅、大沟溪生态治水

园区、台北内湖科学园区的台达电子工业公司等地参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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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汉代的纸雕变身时尚“上海礼物”

近千件参赛作品中“刷”出29件海派旅游纪念品

本报讯 （记者何易）南京路步行

街、中共一大会址和江南古镇成了海

派纸雕灯的原型，上海“四高”地标化

身文具摆上书桌……昨天举行的

2018“老凤祥杯”上海旅游纪念品设

计大赛颁奖典礼上，一批海派特色旅

游纪念品脱颖而出，其中有不少令人

眼前一亮的作品。

今年大赛以“上海礼物”为主题，

设置设计类与商品类两个参赛组别，

历时六个月， 共计收到参赛作品近千

件。所有参赛作品经历了海选、人气投

票、导师指导、实物打样等环节的严格

评审，最终评选出 14件设计类获奖作

品以及 15件商品类获奖作品。

荣获大赛设计类一等奖的守白

艺术海派创意纸雕灯，优美而精致地

展现了上海礼物的文化内涵。该组作

品设计师告诉记者，纸雕起源于中国

汉代，海派纸雕灯是古老技艺与海派

文化的交融，该系列纸雕灯“光辉岁

月”“魔都印象”“艺品江南”， 分别呈

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主

题。 该系列纸雕灯将光源安装于底

座，灯罩采用有机玻璃，突破传统叠影纸

雕灯画面呈现的局限性，实现多面观赏，

兼具美观与实用。 以外滩万国建筑群为

蓝本的冰箱贴荣获大赛商品类最具商业

价值奖，该作品将 18 栋历史建筑通过合

理优化和缩小制成精美的旅游纪念品 ，

同时还附有二维码说明书， 扫码可以了

解每一栋建筑背后的传奇故事。

“上海回形 ”创意文具将陆家嘴 “四

高” 建筑特征与回形针的功能特性相结

合，富有现代时尚感，也方便携带。 “上海

小姐姐”通过旗袍、云纹等古典元素的运

用， 加之由东方明珠造型衍生出的诙谐

感丸子头 ，以及小眼 、细眉 、红唇等东方

特征，塑造出海派女性形象。 整组摆件通

过撞色效果和流畅的造型语言， 展现出

上海女性美丽、俏皮、可爱、自信的风采。

如何才能让作品叫好又“卖座”是上

海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一直以来追求的

目标。 在近年的大赛中，有多件参赛作品

已落地转化并在主要景点出售。 在今年

的颁奖仪式现场，“守白艺术海派创意纸

雕灯” 与上海东方明珠进行了意向推广

签约，将进一步推向市场。

第三届上海司法高峰论坛召开
本报讯 （记者何易） 主题为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与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的第三届上海司法高峰论坛昨天在市检察院

召开。

上海司法高峰论坛是上海市法学会司法研究会和华东政法大学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联合策划的高端学术品牌， 今年共收到来自

上海法院、 检察院、 高校、 科研机构， 以及其他省市的应征论文

80 余篇。

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刘晓云， 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张本才出席。

雅万高铁建设利器自上海启运
我首条全方位独立设计建设海外高铁将启动
本报讯 （记者何易）由中国自主研

发生产的出口海外高铁用超大直径盾构

机刚下线， 就被运抵上海吴淞张华浜保

税监管区。昨天中午，被拆成 185 件货物

的盾构机搭乘 “凤凰松” 号货轮顺利出

港，踏上驶往印度尼西亚的航程，很快将

投入“雅万高铁”项目建设。 这标志着中

国首条全方位整体独立自主设计建设的

海外高铁即将启动。

据介绍，“雅万高铁”项目是国际上

首个由政府主导搭台、两国企业合作建

设和管理的高铁项目。 该项目是中国、

印尼合作的重大标志性项目 ， 是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与印尼 “全球海洋支

点”战略对接的初步收获。 项目将全部

采用中国装备 、中国制造 ，是中国高铁

第一次全系统 、全要素 、全产业链走出

国门，对于发挥铁路在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服务保障作用，深化我国铁路

与东南亚相关国家铁路合作，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盾构机是“雅万高铁”项目首单出港

货物， 吴淞海关查验一科关员两天前就

紧张地完成了对这套 “庞然大物” 的监

装。为了顺利登船，这个“大家伙”被拆成

了 185 件。即便如此，每个零部件仍重达

数十吨；因此，这位特殊“客人”上船，着

实要颇费一番功夫。 而从上海到达印尼

首都雅加达之后， 这些零部件将在中铁

技术人员的指挥下重新组装成一台盾构

机，投入雅万高铁工程建设。吴淞海关关

员告诉记者，这台盾构机刀盘直径 13.19

米，长 101 米，重 2600 余吨，价值 1.7 亿

元人民币。 针对印尼工程现场特殊地质

条件， 它在设计制造上还开发出了沉降

控制、分层逆洗等多项先进技术。

继第一台盾构机之后， 该项目陆续

还会有其他设备从张华浜码头启运。 据

统计，截至 11 月底，吴淞海关今年已为

超过 98 万吨、近 100 亿美元的“一带一

路” 建设出口项目货物提供快速通关服

务，涉及沿线 30 多个国家。

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数学史研究
著名数学史家、数学教育家张奠宙逝世，所著

《20世纪数学史话》曾引起杨振宁、陈省身重视

本报讯 （记者樊丽萍） 我国著名数学史

家、数学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教授张奠宙昨天 12 时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逝世，享年 85 岁。

张奠宙出生于 1933 年 5 月，是数学、数学

史和数学教育的三栖学者 ，1956 年毕业于华

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研究生班 ，1986

年起任教授，1999 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

院士，1995 年至 1998 年曾任国际数学教育委

员会执行委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国际数

学教育的领导机构。张奠宙长期主持函数论的

科研与教学，是我国数学教育学科的理论奠基

人之一。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中国现代数学史

方面。1986 年，他所著的《20 世纪数学史话》引

起杨振宁、陈省身的重视。在两位大师指点下，

张奠宙陆续推出 《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20

世纪数学经纬》《陈省身传》等著作，成为中国

现代数学史的奠基之作。线性算子谱理论是张

奠宙的主要研究领域， 他与程其襄等合著的

《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一度风行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 张奠宙与著名物理学家杨

振宁是多年好友。张奠宙早年曾编辑《杨振宁文

集》， 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就在今年 10月

17日重阳节当天， 杨振宁造访华东师大期间，

专程去看望了当时已经住院的张奠宙。 躺在病

榻上的张奠宙也一直惦念着老友杨振宁。他见

到杨振宁后说：“看到你太高兴了，我做梦都没

想到你会来看我啊！”由于张奠宙听力不好，陪

同杨振宁前去医院看望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

童世骏主动担任起 “速记员”， 将谈话录入电

脑，方便杨先生和张先生聊天。交谈中，杨振宁

表达了科学史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的重

要性，还谈到数学和物理学的紧密关系，他说，

如果自己“不做物理，一定会去做数学”。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病榻边的畅谈，竟成

了两位至交学者的最后一次见面。

获奖作品守白艺术海派创意纸雕灯。 傅国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