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构建全方位一体化劳模育人体系

60年走出130余名劳动
模范，劳模摇篮积淀深厚

漫步于二工大的校园，包起帆创新之
路展示馆前， 红色的抓斗雕塑赫然醒目，

这是“抓斗大王”包起帆的典型标志之一
2016 年， 由教学楼改建而成的 “包

馆”，正式在二工大开馆，免费对外开放。

从包起帆 17?时在上海白莲泾码头做装
卸工时的工作证，到 1978年在校学习期间
的成绩单和作业本，“包馆”起底一个“抓
斗大王”是如何炼成的。

将劳模文化符号注入校园环境建设
之中，二工大注重建设具有强烈劳模文化
印记的校园文化符号：“一面墙” 即 130余
位劳模校友展示墙；“一长廊”即劳模文化
长廊；“一抓斗”即包起帆抓斗；“两个馆”即
校史陈列馆和包起帆创新之路展示馆；

“三座桥”即起帆桥、文武桥、竑德桥，分别
以著名校友包起帆、李斌、郁竑、孟德和名
字命名。

这些文化景观、设施的建设，在潜移默
化中有效增强了师生对劳模育人文化的
认同，也成了二工大广泛开展劳模文化育
人和创新劳动现场教学，打造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重要基地和对
外窗口。

让校园充满劳模元素，让学生在劳模
氛围中成长，这是二工大建校以来始终所
坚持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建校以来，二工大
培养的毕业生中涌现出了包起帆、李斌、

郁竑、唐建平等 130多位劳动模范。 其中
市（省、部）级劳动模范有 100 多位，全国
劳动模范 30余位。 学校教师队伍中也涌
现出一批教学、科研、管理者中的优秀代
表，陈益康、李高敬、陶霖、卢醒庸、何亚
飞、刘文等也先后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
者”荣誉称号。 一代代劳动模范的成长，

见证了二工大的发展历史， 也成了最好
的育人教材。

“上海高校既要培养爱因斯坦式的科学
家，也要培养爱迪生式的发明家。 ”在二工
大领导班子看来，劳模们身上所体现出的
“创新精神+工匠精神”， 正是一所应用型
高校发展的最好积淀。

知名劳模校友成立讲师
团，对学生开启“人生导航”

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管经文理艺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本科院校，二工大无疑是
劳动模范的摇篮、高级技术人才深造的平
台。 从二工大走出的劳模大多来自基层一
线，他们虽出身平凡，却朴实无华、务实敬
业，最终在平凡的劳动中铸就丰功伟业。

劳模文化是二工大的特色传统和宝
贵育人资源。 弘扬劳模育人文化，以劳模
精神感召青年学子， 一系列活动铺陈开
来。

2006年， 二工大请来了 40多位发明
家、劳模、企业家校友，这群知名校友中不
乏“抓斗大王”包起帆、“知识工人”李斌等，

他们均被聘为学校“劳模讲师团”成员，不
定期对学生作“人生导航”，通过现身说法
的方式为学生开设提高专业技能的讲座。

2012 年， 为创新高技能人才培养模
式，二工大设立由杰出校友、知名学者组
成的专家工作室。 包起帆、李斌领衔的首
批专家工作室挂牌成立，两位劳模任首席
教授， 骨干教师组成工作室研究团队，共
同开展学术研究与产业对接工作。

近五年来，在二工大领导班子的积极
推动下，劳模讲师团、劳模育人实践基地、

上海市劳模文化研究中心、全国劳模文化
研究联盟……各色主题研究对
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进行理论
阐释与价值凝练。

借此契机， 二工大进一步
组建劳模精神教育骨干教师团
队，实施“教师激励计划”，明确
团队的目标、 任务以及考核与
激励措施， 打造劳模文化研究

与决策咨询智库。

研究、宣传和弘扬劳模精
神，让劳模文化辐射得更远

学劳模精神、 讲劳模事迹的氛围在二
工大愈加浓厚，学校也希望将这份劳模文
化辐射得更远。

2005年起，二工大组建学生志愿者劳
模服务队、劳模精神专业研究团队，长期
跟踪采访上海不同时期的典型劳模代表。

劳模故事《道德文章》、口述实录《劳模口
述：成长之路、奋斗历程、奉献之歌》系列丛
书、《走近劳模———在平凡岗位上成就卓越
的奥秘》《时代领跑者———上海劳模口述
史》《工匠中国》等，让学生进一步深化劳模
认知、增强劳模认同。

穿越时代变迁， 每一个时期的劳动模
范都具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如今的劳模
精神已经从老一代的“老黄牛”风范逐渐向
“知识型、创新型、智慧型”转变。

为更好地弘扬和传承劳动精神， 发挥
劳模精神、劳模品格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特
殊作用，二工大正着手成立上海劳模学院。

在发挥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的
特色和“劳模摇篮”传统优势的基础上，更
好地集中研究、 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工匠精神，坚持五育并举，实施
“劳动教育行动计划”， 通过设计课程，创
设平台，开展实践等形式，构建内涵更加
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结构更加完整的劳
动教育实施体系。让更多师生感悟劳动精
神，体悟从坚守中成就卓越、在平凡中创
造伟大的真谛。

“我从一名平凡的码头装卸工成长为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双百人物，改革先锋，

最美奋斗者， 走过的是一条与共和国兴衰
密切相依的路， 也是一条中国工人在党的
哺育下不断成长的路……” 走入二工大的
校园，为全体大一新生们讲授“明天你也是
劳模”，这件事“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

全国著名劳模包起帆坚持了很多年。

当代劳模是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
人才的典范， 探索劳模精神融入高校思政
课教学改革具有实践意义和时代价值。

通过思政教学改革， 目前二工大已构
建全方位一体化的实践育人体系，形成“教
师研究劳模、 教材诠释劳模、 教学展示劳
模、实践走向劳模、学生口述劳模”的劳模
育人体系和特色， 致力于将社会所提倡的
“价值导向”切实转化为师生内在的“价值
取向”。 依托于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二工大
的思政课“活起来”，也“红起来”。

以劳模精神拓展思政第一
课堂，打造“一体两翼”课程思政

如何上好一堂思政课？ 二工大的做法
是， 将劳模精神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
重要元素，拓展思政第一课堂。

通过梳理劳模精神， 将其融入思政课
各课程的知识点，二工大推出校本课程《劳
模精神与职业教育》、选修课《工匠精神》，

与原有的四门思政必修课， 形成 “一体两
翼”的思政系列大课。

具体而言，劳模精神融入《基础》课，通
过劳模成长奉献、生动鲜活的案例，让学生
感悟成功的真谛， 做到认知劳模， 认同劳
模，励志争当劳模；劳模精神融入《纲要》

课， 使学生了解讲述劳模产生发展的过程

及其不同时期的特征、 劳模文化的历史传
承与时代流变、 劳模精神的核心价值与时
代特征；劳模精神融入《原理》课，使学生理
解劳模精神产生的哲学内涵； 劳模精神融
入《概论》让学生明确劳模精神对当代大学
生的时代价值以及中国梦和“劳模梦”的内
在关系。

与此同时， 学校以劳模为主线编写了
上海市首套校本课程教材 《劳模精神与职
业信用》，并以此设立校本课程。 按照 2学
分课时要求，以公选课的形式，面向全体学
生开设。

《工匠中国》则围绕不同的专题，采用
访谈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等不同教学方式，

邀请各领域专家、劳模、工匠为学生授课，

颇受学生欢迎。目前，《工匠中国》品牌课程
已在全国教育系统知名文化品牌“易班”上
线，借助互联网优势，使品牌课程惠及更多
大学生， 为劳模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
提供支撑。

目前， 二工大已有近 11000名学生修
读了该系列课程，好评率节节攀升。

从入学到毕业，劳模精
神贯穿始终

“同学们，今年最火的一首歌是什么？”

当全国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 来自东北黑
土地的男高音歌唱家王永桦在讲台上发
问， 台下几百名大学生不约而同地唱了起
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
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王永桦
来到二工大的课堂，为 95后们唱响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劳模精神。这堂边说边唱、在
旁人看来颇为新颖有趣的特殊思政课，已
在二工大开展多年。

近年来， 上海正积极探索建立劳动教
育教师特聘制度，鼓励各条战线优秀人物、

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和能工巧匠进校园上劳
动课。 二工大无疑走在改革的前列。

唯有打开大门的思政课， 方能燃起青
年人一腔热血。在二工大，教学从不囿于场
地局限。 自 2015年以来，二工大已先后邀
请 60多位劳模走进校园，通过设立“劳模
大讲堂”、开展“劳模进班级”主题团日活动
等，让劳模走到学生身边，为学生讲述成长
经历、分享人生阅历。

包起帆、李斌、徐小平等一批劳模校友
更是 “常回校看看”， 成了学生的 “三师”

———人生导师、 学习导师和职业导师。 就
此， 二工大的学生们一到四年级都有劳模
陪伴在身边。

从每年新生开学的第一堂劳模思政
课，到每年毕业季，邀请杰出劳模校友与学
生交流， 探讨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二
工大所打造的， 是从新生入学直至大学毕
业都能面对面接受劳模教育的新型育人课
堂。

走出校园师从劳模，创新
始于足下就在岗位

打造课程思政，功夫不仅在课堂内，更
在课堂之外的广阔天地。 二工大将思政课
堂延伸至劳模育人实践基地， 这种劳动体
验式的教学也让学生感触良多。

每年， 二工大的毕业典礼上总少不了
“学劳模、做工匠”的拜师仪式。 去年，14名
2019 届优秀毕业生代表与包起帆、 徐小
平、胡双钱、王军、周海燕、吴文巍、何亚飞
等七位全国、上海市劳模结对签约，幸运地
成为劳模们的带教学徒， 学校也将进一步

重点跟踪其培养过程。

“跟着劳模学本事， 不用他们说什
么， 就能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品行来
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如何在更大的平台
上展示自己。 ”任职于上海市大众工业技
术学校的金玉林曾“师从”市劳模卢醒庸
和何亚飞。

他直言， 从劳模身上学到的毕生受用
的一课便是永无止境、不断创新、不停打磨
的工匠精神。 “卢醒庸是一位老教授，但创
新精神却体现在他工作的方方面面。”金玉
林深受影响， 以往玩游戏到凌晨的小伙收
了心，也爱上了不断探索的生活，就此拓展
了一片职业疆域。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二工大也在思考
如何让劳模精神以符合现在年轻人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承下去。注重知行转化，通过采
访劳模、体验劳模等主题实践活动，让劳模
育人工作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性。如组织百
名师生面对面采访五十余位劳模校友，聚
焦普通劳动者， 学生发挥专长连续多年为
不同职业的劳动者绘群像， 从中涵养正确
的劳动观。

回首新中国走过的几十年风雨历程，

劳动模范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 代表着一
个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精神风貌，无论
时代如何变迁， 永远不变的是劳模精神的
本质。

劳模们的殷切期盼始终在二工大学
子耳畔回响，“走上工作岗位后， 希望你
们以主人翁的责任感， 积极投身社会主
义事业的伟大实践。 无论走到哪里，希望
你们把岗位看作是学习的再开始， 牢记
创新始于足下，创新就在岗位，奋斗不止
步，创新不畏难，以辛勤劳动、创造劳动
托起中国梦”。

将劳模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劳模伴着学子成长

让思政课程“活起来”也“红起来”

◆18环境研 A4班 王依婷
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伟大梦

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
来、干出来的，作为新时代最具有活
力的群体， 我们应当珍惜学习环境，

努力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撸起袖子加
油干，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践行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积极投入
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大潮中去。

◆17自动 C1班 朱佳豪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场疫情大
考，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各行各业
的人都站了出来。 在我看来，逆行者
们能够在特殊时期坚守本职工作岗
位、劳动岗位，可谓将劳动精神体现
得淋漓精致。

二工大被誉为劳模的摇篮，自入
学以来，在浓厚的劳模精神熏陶和引
领下，我们二工大学子不断在各类实
践、服务等劳动中长知识、增智慧，在
实践中成长，传承劳模精神。几年后，

我们也将立足于社会的各行各业，唯
有秉持、传承这种精神，才能经得住
时代对我们青年一代的考验。

◆18财务 A1 班 盛宇昊
包起帆先生的名字我已经听过

千千万万遍了， 但当真正走近他，学
习他，我的感悟更加深刻，更加真实
了。 劳模精神的内在，是坚持，是自
律，是承担。 这份精神是鼓励我们新
一代年轻人奋斗的重要精神。我们不
是劳模，但我们心中还是要永存劳模
精神。 我们的力量虽然微小，很难改
变什么， 但我们还是要共同努力，共
同持续不断地努力。

相关链接

学子有话说

在上海人的心中，若提起“劳模的摇篮”，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必是
响当当的一块金字招牌。

1960年，二工大正式成立，从成人教育起步，到举办全日制高等
职业教育，再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直至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建校
六十年来，二工大走出了 130余位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为上海现代
化建设输送了以全国劳动模范和优秀发明家包起帆、李斌、徐小平等
为代表的各级各类技术与应用型人才 11万余名。

学校秉承厚生、厚德、厚技的校训，充分利用校友劳模资源优势，

将劳模精神融入育人工作：通过打造充实三个德育课堂，使劳模精神
化为践行力量，在不断挖掘、凝练劳模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以物理形态
的校园景观建设、励志讲座、访谈、结对、思政课改革、劳模文化研究等
为载体，把对劳模精神的宣传与传承纳入学校整体育人体系，纳入校
园文化建设，逐渐形成了具有二工大特色的劳模文化育人品牌。

近年来，随着二工大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不断提升、办学
实力不断增强，劳模文化与特色也进一步浸润于全校师生心中，劳模
讲师团、劳模育人实践基地、上海市劳模文化研究中心、全国劳模文化
研究联盟……各色主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校方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培养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钻一
行，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高技术高技能应用型人才，这也是当下劳模
育人所应承载的丰富内涵。

上图：包起帆创新之路展示馆上图：包起帆创新之路展示馆

上图：全国劳模、“抓斗大王”包起帆校友在包起帆创新之路展示馆为学生
讲述自己的创新发明历程

左图：学生发挥专长为不同职业群
体绘职业群像，从中体悟劳动精神

上图：全国劳模徐小平校友正在指导学生

左图：学生进行工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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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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