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始终坚持把智力援疆作为对口

援疆工作的重点之一，积极拓展“组团

式”援疆领域，提高干部人才选派工作质

量。在教育援疆方面，上海探索以基础

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为重点，涵盖

师资队伍、课堂教学、教育资源的教育援

疆体系建设，全力打好“组合拳”，形成地

区辐射效应，依托沪喀两地的深情厚谊，

以只争朝夕的饱满精神，推动喀什地区

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升。

喀什古城里的一堂设计课

在上海援疆教师仲宇的带领下，喀

什大学《商业策划》课走进喀什古城。同

学们设计出了古城视觉形象系列、巴旦

木产品包装和其他文化衍生品。通过接

地气的学习实践，仲宇希望引导学生探

索将商业策划与喀什古城融合、尝试将

视觉设计与文旅产业融合，共同探讨所

学专业如何为地区发展做贡献。教育援

疆与地区经济所需紧密联系，这正是上

海援疆人才乐意看到的。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视

觉传达与媒体设计系副主任仲宇去年来

到喀什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任教。他承

担的《世界现代设计史》是艺术设计专业

重点打造的标志性课程，《文化创意产品

设计》是毕业班与毕业设计同步进行的

关键实践性课程。同时，上海援疆打造

的文化创意设计实践实训基地已经建成

投入使用，进一步提升了美术与设计专

业“产、教、研”综合能力水平。

教育援疆服务产业要贯彻于高等教

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之中。近期，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公布了2022年高等

职业教育（专科）新增非国控专业信息，

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的包装艺术设计

专业顺利上榜，该校也成为南疆地区首

个开设艺术设计类专业的高职院校。来

自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陈洁滋、张

爱勤、刘佰军老师提出未来三年发展规

划，为专业建设、教师团队发展及产学研

结合等绘制了蓝图。

新疆纺织产业远近闻名。去年，上

海工程技术大学的陈卓明博士到喀什职

业技术学院任教。这是她第二次踏上援

疆之路。此前，她曾主动报名参加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纺织援疆团，带领学生前

往乌鲁木齐，调研中国彩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考察种植基地、科学育种，科

学分析彩棉品种技术的创新途径，为提

高彩棉性能提出许多科学合理化建议。

这次，陈卓明担任喀职院轻纺食品

系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主任，她组织协

调完成了三个专业实训室设备的搬迁与

调适工作，增强专业实训内容。陈卓明

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主动承担了三个班

级《服装材料与应用》专业课的教学，并

带领教师团队为2022年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中高职组服装技能大赛做好准备。

上海援疆对于南疆纺织产业人才培

养有着通盘考虑。就在陈卓明赴疆任教

的同时，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产

学研实训基地”获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首批十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成为南

疆四地州唯一一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这标志着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实

训能级进一步提升。

提升本地医疗人才造血功能

喀什地区6所中职院校于2018年合

并组成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高职

院。上海援疆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工作队

领队、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

长干英俊2020年接手职教援疆工作，调

研发现，当地对于职教普遍缺乏深入认

识，学校专业与社会需求匹配度不高，缺

乏明确规划，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零

开始”。

为此，干英俊和同事们着手申报新

增专业。新设立的学科要承担为地区经

济和社会事业“造血”输送人才的重任。

喀什地区基层医疗硬件设施正稳步提

升，但在医生培养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

强。在上海援疆力量支持下，喀什职业

技术学院陆续申报了医学影像技术、医

学检验技术、预防医学和药学高职专

业。培养这些专业的技能型人才，是为

喀什地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补短

板、打基础的重要举措，现实意义重大。

目前，在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实力的喀

什卫校基础上，上海援疆教师、喀什职业

技术学院医学系副主任张鹏正在协助规

划筹建医学院。作为培养卫生事业紧缺

人才载体的医学院，将成为喀什职业技

术学院内较早一批的二级学院。

在去年的上海医学生解剖绘图大赛

上，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医学系的学生脱

颖而出，努尔古再丽 ·吾布力艾山的作品

《眼睛》获得二等奖，帕热哈提 ·库尔班的

《思考者》和艾克代 ·阿不都克热木的《神

经系统》获得三等奖。这是一项高水平

的解剖学赛事，参赛学校包括多所国内

顶尖高校。为了抓住东西部协作交流比

学的机会，上海援疆教师姚磊牵头组织

了校内选拔比赛，遴选出前十名获奖作品

报送赛事组委会。通过组织策划解剖绘

图大赛，达到“以赛促练、以赛促教”的教

学宗旨，提高了医学系学生学习专业的兴

趣和积极性，促进了学生实操技能水平提

升，为推进医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积累宝

贵经验。

“核心校”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喀什中学（喀什六

中），被大家简称为“上师附喀”。这所高级

中学去年高考本科上线率高达82.86%，实

现本科上线率五年五连跳。去年9月，上

海对口支援的喀什六中东城新校区正式启

动建设，新校区将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提

高招生人数、完善办学条件，未来将建成教

育援疆的示范校、标杆校、带教校，发挥援

疆教育集团核心校的功能。

上海援疆教育教师总领队肖铭说，援

疆教师既要主动作为，又要因材施教。援

疆教师都是年轻的业务骨干，他们以强烈

的责任心，踏踏实实地种好自己的“责任

田”。美术教师潘正栋发现，当地美术师资

特别缺乏，学校里的艺考生只能靠自学去

参加高考。他自告奋勇担任高三学生的高

考专业指导，根据每名艺考生的基础、特长

开展教学，手把手教学生如何构图、如何落

笔，每天忙到凌晨过后。可喜的是，在学校

艺术节上，这几名艺考生的作品惊艳了全

校师生。很多老师都说，这是他们见过的

历年来画得最好的学生。英语是很多学生

的薄弱环节，来自莘庄中学的英语教师孙

秀艳辅导学生参加学校的“礼赞百年伟业，

争做有为青年”英文演讲比赛获得奖项，她

带教的两名教师，业务能力也都有了长足

的进步。

上海援疆教师不仅要在支教学校起到

学科领头人的作用，还要推广有效的经验

方法，真正产生组团式教育援疆的辐射带

动效应。他们将工作拓展到网络空间，与

当地四个县的教师建立了学科指导中心微

信群。吕东、季坚等教师全身心地帮助当

地教师听课、磨课，帮助优化设计教学课

件，鼓励当地教师参与教学比赛。

肖铭表示，作为援疆教育集团核心校，

一定要发挥地区辐射功能。现在，由上海

援疆投入的“上师附喀”（1+4）示范校的图

书馆与实验室，已完成了安装调试，开始投

入使用。未来，包括宇航创客馆、科普基地

等场馆，都将在多所学校之间实现联动共

享，让广大的喀什学子享受到最优质的教

育资源。

教育援疆为喀什发展培育后劲

陈卓明为学生教授服装材料课程。 上师大在喀什六中设立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浦东援疆老师在喀什六中宇航创客馆交流。 均上海援疆前指提供华师大紫竹幼儿园援疆教师陈一郎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汇报中领舞。

■上海援疆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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