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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升学率5年5连升，连续3年本科上线率超过80%，
在地区名列前茅……

三年来，在第十批上海援疆干部人才的大力帮扶下，喀什
六中（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喀什中学）办学质量逐年提升。

这只是上海援疆助力喀什地区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升的缩
影。基础教育领域，建设喀什六中东城新校区，努力打造上海
教育援疆的示范校、标杆校、带教校；职业教育领域，依托沪
喀职教联盟，精准对接地区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聚焦产业人
才培养空白，突破重点产业技能人才缺乏瓶颈；高等教育领
域，完成喀什理工职业技术学院 （暂定名） 的建设和筹建工
作，全力打造南疆一流的理工类高等院校。

三年援疆路，一生喀什情。一批又一批上海援疆干部常年
奔波于相隔万里的沪喀两地，以只争朝夕的饱满精神，推动援
疆事业不断向前，结出累累硕果。

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总指挥侯继军表示，
上海始终把教育援疆作为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坚持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立德铸魂”贯彻
到工作的各方面。发挥上海在教育领域的优势，坚持基础教
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并重，重点推进基础教育“大组团
式”援疆和教师队伍建设，职业教育实训能力提升和技能型人
才培养，高等教育科研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力打好教
育援疆“组合拳”，助推喀什地区教育优质发展。

上海援疆：教育帮扶的新成绩新模式新希望

近年来，喀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

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

按照喀什地委的要求，由上海市对

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牵头，从2020

年6月开始，论证和筹划在莎车县建立

一所理工类的职业技术学院——喀什理

工职业技术学院 （简称喀什理工）。目

前该学校筹建工作进展顺利，已列入了

自治区职业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

并正在进行列入教育部高等院校设置

“十四五”规划的最后审批。学院定位

“理工”特色，以全日制专科层次高等

职业教育为主体，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

结合，中高职贯通教育与继续教育并

举，着力打造“技能教育、理工特色、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南疆一流高等

职业技术院校。

据悉，校区规划用地1156亩，全部

由上海援疆资金投入建设，建筑面积

16.26万平方米。学校的建筑风格、教学

设施全面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充分吸收了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等一系列国内顶尖学府校舍的经

典建筑元素。主体已于2022年10月建

设完成，将于2023年上半年投入使用。

学校计划设置11个专业，涵盖汽车维

修、农机应用、建筑工程、计算机应用等

多个领域。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

院、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健康医

学院等多所院校将全力支持喀什理工专

业建设。

后续，学校还将积极争取自治区和

国家支持，依托上海高等教育资源的对

口支援，进一步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

立足喀什地区，服务南疆，辐射“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助力区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在高等教育方面，上海援疆还结合

当地实际扶持喀什大学学科建设。来自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黄俊革为喀什大学

筹建土木工程学院，组建并发展了喀什

地区首个工科学院，目前担任副院长。

在上海援疆资金的支持下，喀什大学上

海援疆教师工作队申报的《土体雷电冲

击致灾机理及力学性状演化规律研究》

获批“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使喀什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

项实现零的突破。

去年，由上海援疆前指、同济大学、

喀什大学等共同发起举办“沪喀城乡建

设”院士论坛，邀请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

程院2位院士、7位专家，围绕南疆地区

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城市精细化管理

等主题展开讨论，充分发挥上海高校及

城乡建设领域的政策优势、专家优势、技

术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喀什地区乡

村振兴、城乡规划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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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干英俊表示，教育援疆应当与地区经

济发展所需紧密联系，贯彻于高等教育

和高等职业教育中，形成人才输送的良

性循环。2018年喀什地区6所中职院校

合并组成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高

职院校。干英俊和同事们申报新增专

业，为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造血”输送

人才。新疆以纺织产业闻名。去年，喀

什职业技术学院“纺织服装产学研实训

基地”获批自治区首批十大“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成为南疆四地州唯一一个产教

融合实训基地。

上海援疆在职业技术人才输送源头

上下功夫。采取“学校+企业+行业”的

组合模式，深入开展两地之间、校企之

间、人社与教育部门之间的广泛合作，推

动订单式培养新模式，帮助新疆中职学

生就业。2013年以来，共有2263名新疆

内职班学生顺利毕业，其中就业1162

人，升入高职院校1067人，就业升学率

高达98.46%。

在这片南疆热土上，叶尔羌河水静

静流淌，源源不断地滋润着大地。来自

黄浦江畔的对口援疆干部人才，把扎实

的专业素养、先进的教育理念以及对学

生最真挚的爱，根植于此，三年的工作和

生活已经成为人生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

忆。在浦江、叶河的携手浇灌下，教育玉

兰花昂扬绽放，援疆这份光荣的事业必

将薪火相传。

上海援疆教育集团采取“1+4+N”大

组团模式，即“一个核心校、四个县域集

团、辐射全地区”，将办学经验成果推广、

辐射至上海对口的泽普、莎车、叶城、巴

楚四县及整个地区。这种模式同样复制

到了县域范围。上海教师集中支教各对

口县的2—3所中小学核心校，充分发挥

“小组团”帮扶优势，全力打造当地教育

高地。

作为静安区派往巴楚县的名师，刘

华为的行程可谓马不停蹄。4月9日起，

他和县教研员三次深入多来提巴格中学

七年级数学备课组，参与“用代入消元法

解二元一次方程组”教学的磨课活动。4

月13日，刘华为老师随县教研室到色力

布亚镇为当地一中、二中的九年级老师

作了《中考复习期间“学困生”的教学起

点在哪里》的专题发言。4月20日，他回

到巴楚二中，为全县各校部分初中数学

教师作了《浅谈基于三个吃透的初中数

学课堂教学的问题情境创设》的专题交

流。刘华为觉得，要种好教育援疆的试

验田，就要发挥教研员的作用。他还为

巴楚二中初中数学备课组订了一份《中

学数学教学参考》杂志，以提高教师的教

研意识，拓宽学习渠道。

在泽普县，援疆教师、闵行区家庭教

育中心组成员王志琴受聘担任当地中小

学班主任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为中小学

校、职校进行班主任工作专项培训。泽

普县还趁势举办了班主任基本功大赛。

王志琴说：“在当地开展家庭教育讲座

时，每次结束后都被家长热情地包围。

他们渴求的眼神，太让人感动了，更加激

发了作为援疆教师的使命感。”

打造县域教育高地学校，成立各学

科名师工作室，广泛辐射当地其他学校

师资，成为上海教育援疆的成功经验。

在莎车县，浦东援疆教师成立了语文名

师工作室，由援疆教师张金华担任主持

人。工作室凝聚浦莎两地语文力量，带

动当地青年教师成长成熟，助力莎车县

教育事业的发展。

“玉兰工程”项目实施以来，各名师

工作室开展线上交流263次，线上讲座

182次，学员在国家、自治区及喀什地区

公开课获奖157节、发表论文98篇、申报

课题34个。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

旭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为喀什地区的

师生作了题为《行走在唐诗的街道上》的

讲座，收看现场座无虚席。项目还选派

上海对口四县的40名中学校长和中层

管理人员来沪开展3个月的跟岗培训。

学员们全程观摩并参与日常管理工作与

教学活动，历练成为喀什基础教育重要

的核心骨干力量。

在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全力

支持下，骨干教师培训、国家通用

语言培训、新课程建设多方面正在

形成喀什六中的特色，成为当地的

标杆。以喀什六中为核心，上海援

疆对口四县分别成立县域“教育集

团”，确立标杆校和成员校，实现大

组团式帮扶。

上海援疆教育教师总领队、喀

什六中校长肖铭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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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集团的大组团模

式下，通过管理经验辐射、课程资

源共享、教师队伍共培、校园文化

共创等举措，初步形成核心学校优

势明显、成员学校办学质量大幅提

升的良好格局。

喀什六中的上海援疆教师胡文

龙、惠鹏一行来到叶城二中，与上

海市宝山区援疆 （叶城） 教育集团

举行联合教研活动。上海援疆教育

集团的五所成员校均派出教师参

加，宝山区支教团队也积极参与。

上海宝山支教教师总领队、叶城二

中副校长殷德兵说，这样的联合教

研活动，不仅为叶城当地的老师带

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也能指导他

们解决教学中的实际具体问题。

上海援疆喀什六中工作队领队

佟亚洲表示，喀什六中创建于1956

年，有近70年的办学历史，是喀什

地区基础教育改革和民族团结教育

的旗帜之一。2017年学校纳入上海

市对口援建单位，2019年加挂上海

师范大学附属喀什中学校牌并成为

上海援疆教育集团“1+4+N”核心

示范学校，辐射带动上海对口四县

基础教育发展。

上海援疆对喀什六中的支持是全

方位的。上海选派31名优秀教师组

团式支援喀什六中，同时启动教师队

伍建设“玉兰工程”，由30名基础教

育知名专家带教学校骨干教师。

来自罗店中学的胡艳平是中学

物理高级教师。刚接手班级的时

候，她在上面讲课，学生沉默地在

下面听，教室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她鼓励学生大胆提问，买合木提

对她说：“老师，我怕我的问题太幼稚

了，不好意思问。”她对买合木提说：

“能提问题说明你有思考，这是很了不

起的事情。”在她的鼓励下，越来越多

学生开始踊跃在课堂上与老师互动。

喀什六中科研处副科长、上海援疆

语文教师季坚举行了《语文教师古文化

知识储备》的辅导讲座，并在全校进行

小说欣赏《曹操献刀》的展示课，受到

师生广泛好评。他说：“援疆教师常常

被这里师生的浓浓热情感动。”在莎车

县，季坚在高三 （5） 班上完一节示范

课，其他班的老师跑来说，一定要请季

坚再去他们班里上一堂课，同学们都很

想听上海老师的课。既然学生爱听，季

坚把每周一、三、五下午最后一节语文

课变成各班学生的答疑时间。消息传开

后，高三年级25个班级都有学生前来

要求辅导。

在上海援疆的支持下，喀什六中

新校区正加速建设。新校区项目规

划用地268亩，主要由上海援疆资金

建设。

经过2020年的系统谋划和反复论

证，已于2021年10月全面开工，将于

2023年7月投入使用。建成后的新校

区将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完善办学

条件，造福更多喀什当地学生，拟建

成“全疆领先、南疆示范、中华元

素、上海风格”的现代化完全寄宿制

中学，并在学校的教学设施、教学环

节中体现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将对喀什地区基础教育现代化发

挥重要作用。

此外，由上海援疆投入建设的示

范校图书馆与实验室，已在本学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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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共享，

让广大的喀什学子享受到最优质的教

育资源。

上海援疆教育集团创立的援疆新

模式获评2020年度上海市对口支援和

东西部扶贫工作典型案例，在国家发

改委的年度工作考核中获得充分肯定。

开创人才培养新局面
打造南疆一流高校“喀什理工”

持续提升辐射带动效果
县域教育“小组团”探索遍地生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示范校”助力基础教育现代化

 上海师

范大学校办党

支部捐赠“玉

兰奖学金”。

▲上海援疆为南疆孩子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均资料照片）
 上海援疆教师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授课。

 喀什六中学生与上海援疆教师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