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密对接产业
推进地方农牧业快速发展

生物显微镜的调试与使用、鸡翅筋脉采
血与涂血片的制作镜检、鸡病理剖检与样品
采集镜检、兔皮下肌肉静脉注射……在荣昌
职教中心的畜牧专业实践操作课堂上，老师
传授着专业实践技能，浓烈的互动氛围让同
学们沉浸其中，吸收着畜牧专业知识与技能。

为了让学生巩固专业技能，荣昌职教中
心还积极组织现代农牧专业的学生，走进荣
昌区饲料生产、兽药制造、宠物医院等企业，
观摩学习企业生产加工流程，让同学们对专
业技能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同时，学校还
自主开发优质的课程资源，编写《兽药及药理
基础》《牛生产》《猪生产》《禽生产》《畜禽解剖
生理》《畜禽疫病防治》《蜜蜂养殖及常见病防
治》等8门课本资源，建有畜牧兽医专业课程
资源库，设计课件、教案、视频、微课、案例、试
题等资源。

农牧业的发展，是一部技术发展史。每
一次发展都会给产业带来新的革命，也会给
学校带来新的挑战。荣昌职教中心在农牧专
业的建设与发展中，时刻瞄准行业的新发展
动态，思考未来发展趋势，实现了新的起跳。

荣昌职教中心深知，专业建设要紧贴产
业发展。结合当前荣昌全力推进国家畜牧科
技城和川南渝西融合发展先行区的建设，打
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增长极，荣昌职
教中心全力以赴，持续优化完善专业建设，聚
焦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两核、两翼”的专
业群格局，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与智力
支撑。

近年来，学校对接荣昌区国家畜牧科技
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西部样板区、川南渝西
融合发展先行区、荣昌国家高新区建设和农
牧高新“6+1”产业体系，以畜牧兽医专业为
核心，打造全国一流的现代农牧特色专业集

群，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此外，学校还通过物联网技术应用专业

结合荣昌国家现代农业高新区、现代畜牧业
核心示范区、生猪大数据中心建设，对接区域
以物联网、大数据支撑的智慧农牧产业，打造
以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为核心，带动计算机
应用、无人机应用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等专
业协同发展的物联网应用技术专业群，同时
加强与学校畜牧、宠物专业的跨界应用融合，
充分体现物联网在现代农牧应用方面特色教
育。

不止是现代农牧专业群、物联网专业群，
还有智能制造专业群、现代服务专业群……
荣昌职教中心紧紧围绕荣昌各类产业体系进
行专业布局，以专业群对接产业群，满足了产
业发展对多样性人才需求。

深化“三教”改革
标本兼治助推教学优质发展

在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发展职业教
育的政策文件中，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始终是
关注焦点。

教师、教材、教法的改革有助于学校持续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如何充分激发教师的育
人职责，充分挖掘课程的育人资源，积极探讨
恰当的育人方法，培养出产业急需、技艺高超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荣昌职教中心牢牢抓住“谁来教，教什
么，怎样教”三个关键问题，探索实施以赛促
教、双元开发、跨界融合，推动学校“三教”改
革做实、做深、见实效。

教师是教学改革的主体，教师的专业能
力关系着教学改革的进程和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需求越来越
高，这需要中职学校不断探索和开展教学改
革。为此，学校实施了《基于教学改革的“四

主体、五机制、六自主”中职教师专业能力发
展实践》项目，构建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机制，
持续增强平台联动效能，激发教师自主发展
意识。

作为教学内容的支撑和依据，教材“教什
么”决定学生“学什么”，关系着教育的意识形
态导向和人才培养质量。

编制课程标准，重构课程内容、开发系列
教材、整合课程资源、开发数字化课程，形成
新形态一体化教材体系……教学教材向“新”
而行，是荣昌职教中心“敢为”的体现。

近年来，荣昌职教中心编写活页式、手册
式、融媒体等新形态教材，出版国家规划教
材，建市级精品在线课程，完成多个专业资源
库建设。以服务的理念、系统的思维、科学的
态度、务实的精神，规划设计出标本兼治的

“三教”改革整体推进举措，助推学校教学高
质量发展。

此外，学校还围绕学生“学习”中心展开

构建和实施课堂，以学定教、以学评教、以学
促教，教学相长，注重师生学习共同体建设，
强调学习能力培养，关注学习效果、效率和效
益统一，确立了“三有两乐”课堂。让师生教
与学的过程有序、实施有效、呈现有水平，同
时能更好地提升课堂参与度与学习力，增强
课堂吸引力，为课堂幸福赋能，推动师生乐教
乐学。

人才服务地方
开创高水平服务新格局

“学校不仅肩负中小企业优化人才结构
和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任，更要为乡村振兴、
服务社会注入人才‘活水’。”在荣昌职教中心
看来，职教院校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担
负着为经济社会建设和产业发展输送专业技
术人才的重要任务。

6月2日，学校在荣昌区桃之夭夭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举行了“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
中心农民教育培训参观学习基地”挂牌仪
式。该中心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农民
青年人才、技术型人才等实施“人才孵化”协
同发展，助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人才
保障，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升社会服务
能力。

此外，为践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学校利用物联网、无人机、大数据等特色
优势专业与市级龙头企业的校企合作，创建
了现代农业职工培训基地，加强成渝地区的
农业企业职工、专业合作社人员的培训，促进
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更好地服务于成渝双城
经济圈发展，谱写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扎实的教育质量和办学硬实力为荣昌职
教中心赢得良好的口碑，也助推学校通过培
养乡村振兴技术技能人才、承办高素质农民
教育培训、送技术下乡、开展企业员工职业素
养培训等方式，开展创业培训、新型职业农
民、高素质农民教育、荣昌区特色工种培训
等，促进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有志事易，无志事难。近3年，该校输送
毕业生逾万名，学校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模
式，为学生打造更优质升学通道。学生双证
率、初次就业率、专业对口率连年创新高，学
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摇篮。

荣昌职教中心表示，学校将聚焦《职业教
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新
《职业教育法》等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以
规范管理为核心，以创新发展为路径，始终奋
进在创建“成渝地区一流高水平中职学校”和

“全国一流现代农牧专业集群”的道路上，立
足地方特色产业，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
突围之路。

胡佳 文秀月
图片由荣昌职教中心提供

畜禽生产技术专业学生实训

做亮农牧品牌 以“特”突围育新时代技能人才
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

职业教育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应该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培养高技能复合型人才，以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近年来，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下称“荣昌职教中心”）紧紧抓住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以荣昌作为全国首个农牧特色高新区、国

家现代畜牧业示范核心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和国家生猪种业创新中心建设地为依托，以打造全国一流现代农牧集群为目标，着力打造
“农牧业”特色品牌，主动对接区域畜牧业及其为核心的现代农牧产业，办好智慧农牧类专业，服务产业发展。同时，聚焦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与荣昌产业发展同频共振，为区域输送了一大批有作为有担当的工匠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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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资料

和平解放西藏时阿沛·阿旺晋美赠送给刘伯承同志的
藏剑，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1950 年 1 月，西南局受命完成进军和经营西藏的重
任。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不久，西藏首席和谈代表阿沛·阿
旺晋美将这把藏剑送给刘伯承同志，表达了对其在西藏和
平解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崇高敬意，这把藏剑也成为汉藏
人民团结一致的有力见证。

◆讲述人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馆长 李从高

□本报记者 何春阳

眼前是70多年前的一把藏剑，剑刃锋利，剑柄用银丝
缠绕，剑鞘上镶有玉石。这把藏剑，如今安静地“躺”在刘伯
承同志纪念馆，在无声讲述历史的故事。

这把藏剑究竟有什么“来头”？何以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它和刘伯承同志又有着怎样的渊源？跟随刘伯承同志纪念馆
馆长李从高的讲述，我们逐渐揭开这把藏剑的神秘面纱。

一级文物
这把藏剑将于年底重新展出

初伏这天，烈日当空。走进重庆市开州区盛山半腰的
刘伯承同志纪念馆内，却感到清幽宁静。

“这把剑是国家一级文物，很多年都没有展出了，我们
把它小心存放在库房。”李从高带记者穿过树荫拾级而上，
来到库房前。

推开一扇老式红木门，又打开一扇铁门，他下意识地戴
上白手套，走到成排的文物柜前，将藏剑取出，平放于提前铺
好红布的木桌上。

“你看，它通体呈金色色调，剑柄是用银丝缠绕的，所以
又泛着银光，做工和装饰都极其精美。”李从高的目光定格
在剑上。他缓缓拔出一小截剑体，流水纹清晰且独特，刀刃
还是肉眼可见的锋利。

看着眼前这把藏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段历史如影片
般浮现在李从高眼前。

为迅速粉碎内外反动势力分裂中国神圣领土西藏的阴
谋，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联名颁发了《进军西
藏政治动员令》。5月14日，刘伯承专电西藏班禅堪布会议
厅，规勉其“当本西藏人民大团结之精神，一致协力，以求达
成解放西藏之目的”。

同年10月，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邓小
平、贺龙指挥部队发起昌都战役，以战促和，打开了和平谈
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1年4月，阿沛·阿旺晋美率西藏和谈代表团部分成员
到北京开展和谈，并于5月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
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至此，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不久后，阿沛·阿旺晋美将这把藏剑赠送给刘伯承，表

达对刘伯承在西藏和平解放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崇高敬意。
“1992年5月，刘伯承元帅的夫人汪荣华同志把藏剑捐赠

给了我们刘伯承元帅纪念馆筹建办公室。”李从高说，此后，它
被视为珍贵的统战历史“符号”，在这里被观瞻、了解、阐述。

2009年，因展陈调整，藏剑被收放于库房之中。
2022年是刘伯承元帅诞辰130周年，该馆为改善参观

环境，提升服务功能，从7月11日至12月初进行闭馆施工。
“这次改陈布展之后，藏剑将重新展出，预计12月就能

和大家见面。”李从高说。

见证历史
西藏和平解放前的“以战促和”

在藏传佛教里，剑有着崇高的地位和丰富的象征意
义。如“智慧之剑”，是智慧和超脱的象征，文殊菩萨像即是
一手持青莲花，一手持金刚宝剑，这把剑代表着斩除群魔、
破除愚昧、切断烦恼的力量。

这一把藏剑，无疑是藏族人民精心挑选出的珍贵礼物，
而更珍贵的，当是礼物背后蕴含的深刻情谊和美好祝愿。

“传递这份藏汉人民大团结美好祝愿的，正是亲身经历
了新旧两个西藏的阿沛·阿旺晋美。”李从高介绍，由于历史
原因，解放前的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封建农奴
制社会，既有顽固的地方保守力量，又受多方外国势力影
响，情况极其复杂。

和平解放西藏，妥善解决好民族问题，成为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主席的心头大事。

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致电中央、彭
德怀，并转发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向藏进军及经营西
藏的问题；1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给毛泽东回电，提出《中
共中央西南局对进军西藏之计划》，得到同意。

“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
解放灾难深重的西藏人民，既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大陆全
面胜利的必然步骤，也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中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愿望。”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他和一些爱国人士曾
向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公开提出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
判、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要求，但其主张并没有被采纳。

以达扎为首的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反而勾结帝国主义，
决心以武力阻挡解放军进军西藏。他们还百般刁难青海省
赴藏劝和代表团，软禁夏日仓活佛等人，对拥护和平的藏人
领袖格达活佛狠下毒手。刘伯承对此无耻行径表示了极大
愤慨，并亲自为格达活佛写下一副挽联：具无畏精神，功烈永
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能战方能言和。“这种情况下，不得不打响昌都战役。”
李从高说。这一战，人民解放军大获全胜，且坚持贯彻落实
了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严格遵守了中央民
族宗教政策。

阿沛·阿旺晋美看到，解放军将士无论刮风下雨都不住
民房、不进寺庙，对当地人民秋毫无犯，这让他十分动容，便
联合昌都40多位藏族官员给达赖喇嘛和当地政府写信，恳
请派人前往北京和谈。最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建议，派阿
沛·阿旺晋美作为首席代表率代表团赴北京和谈，而《十七
条协议》的签署也让我国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崭新一页
西藏发展辉煌成就举世瞩目

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
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国
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让

西藏人民和各民族人民一样，可以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也
为西藏与全国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可以说，《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西藏历史的崭新
一页。和平解放71年来，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伟大
成就举世瞩目。

1995年起，重庆开始对口支援昌都，持续对昌都市及
所辖芒康县、类乌齐县、察雅县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大力度
的支援。从昌都到阿里，从山南到那曲，对口援藏计划都为
当地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重庆市第九批援藏干部、昌都市人民医院院长蒋迎九
就是其中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

作为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一员，他不仅知晓“藏剑”
背后的故事，也对阿沛·阿旺晋美十分熟悉。

“1990年，阿沛·阿旺晋美曾在80岁时感慨地说，签订
《十七条协议》之前和之后，他恰巧各有40年经历。前40年
的西藏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停滞衰败；后40年的西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趋兴旺发达。”蒋迎九坦言，这说明
在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是相互依存的关
系，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

援藏三年，蒋迎九搞管理、建平台、做急诊、带徒弟，助
推昌都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了创伤中心、卒中中心等“五大
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使基础设施建设、就医环境、医疗水
平获得了跨越式改观，有效提升了当地病人的救治成功率。

“我为能够参加这样一件有益于民族团结和发展的事感
到高兴。”蒋迎九表示，相信在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指引下，
在一代代汉藏人民共同努力下，西藏定会创造新的奇迹。

一把藏剑，见证了汉藏民族团结

和平解放西藏时阿沛·阿旺晋美赠送给刘伯承同志的藏
剑。 通讯员 贺宝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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