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夏隆杰
2023年 1月 12日 星期四

为工匠加冕 为城市筑梦
2022年度“最美巴渝工匠”选树活动圆满落幕

12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列为国家战略人才，越
发肯定了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重
要作用。

在重庆，就有这样一群能工巧
匠，他们有的扎根生产一线，破解技
术难题为企业创收，攀登技术巅峰
掌握话语权；有的探索行业前沿，以
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未来，推广中国
美让世界看见；还有的在传承中创
新，让老技艺焕发新生机，引领手艺
人变“守”艺人……

他们是2022年度“最美巴渝工
匠”，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精益求
精、追求卓越的数百万名巴渝工匠
的典型代表，也是建设“智能+技

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和技
能强市的中坚力量。

上千人踊跃报名
首轮候选人数创新高

连续4年的选树活动，已经将
“最美巴渝工匠”打造成为我市最响
亮的技能招牌，成为青年技能人才
比拼赶超的鲜明旗帜。

今年5月，2022年度“最美巴
渝工匠”选树活动正式启动。全市
技能人才参与热情高涨，有上千人
报名参加，综合比选出106名候选
人进行网络投票，候选人数量创下
历史新高，累计投票数高达数百万

票。
经社会公开票选，遵循公平公

正原则，共有40位候选人进入专家
评审阶段。最终评选出10名高技
能人才成为2022年度“最美巴渝工
匠”，另有10名获2022年度“最美
巴渝工匠”提名。

工匠精神，技耀山城。“最美巴
渝工匠”们砺匠人之心、行匠人之
事，以实际行动践行技能成才、技能
报国的铮铮誓言，让执着专注、追求
卓越的工匠精神熠熠生辉。他们的
先进事迹在全市技能人才队伍中引
发热烈反响，有一线工人表示：“要
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以追求卓越
的工匠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

不平凡。”

我市已有503.2万技能人才
158万高技能人才

技高行天下，能强走世界。
在“最美巴渝工匠”星光闪耀的

背后，一支超500万人的巴渝技能
大军如繁星点点，照亮建设技能强
市和西部技能人才高地的奋进之
路。

过去一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领
导下，市人力社保局深化实施“巴渝
工匠2025”行动计划，拿出真招、实
招、硬招促进高技能人才高质量发
展，技能人才总量达到503.2万人，

高技能人才达到158万人，占全市
技能人才的31.4%。还有多项成绩
令人瞩目：开建全国首个“智能+技
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工学
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被人社部转
发；预备技师学生就业率位列全国
第一；光电和美容项目世赛夺金；2
人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1人获评
中华技能大奖；申报“火锅料理师”
成为国家新职业……

风好正是起帆时，不待扬鞭自
奋蹄。市人力社保局职建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2023年，全市职业能力
建设工作以‘强链补链’为主题，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市委
六届二次全会精神，抓好中办、国办

《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的意见》落地落实，不断健全培
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努力造就
一支既‘铺天盖地’又‘顶天立地’的
巴渝工匠队伍，积极助力打造‘近悦
远来’的人才聚集之地。”

2023年，我市将重点实施试验
区引领、巴渝工匠终身职业培训、技
工教育“强基提质”、技能人才化评
价“扩面提效”、技能竞赛“品牌”5
大工程，力争全年新增技能人才25
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总量
比例达到 32%，加快建设技能强
市。

王小寒
图片由市人力社保局职建处提供

王建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
龙川
重庆市勘测院
田原
江北区园林绿化管理所
李伟
重庆长安望江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陈国桃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子月
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杨德敏
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胡莉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
司中心化验室
游青山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蒲磊
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208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
谭世海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2022年度“最美巴渝工匠” 2022年度
“最美巴渝工匠”提名

从事智慧
交通科研创新、
产品研发与成
果转化等工作，
取得系列创新
成果，总结出数
字技术赋能智
慧交通的成套
体系。

王世森
重庆首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 年跋涉
500余座高山，
巡线抢险 400
余次，服务用电
客户 2 万余户
次。带领团队
培 育 出 18 个
QC成果、16项
国家专利。

冉洪位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城口供电分公司

从事机械
设备操作和维
护保养工作10
余年，能娴熟操
作压路机等各
种大型机械，在
公路养护建设
工作中发挥重
要作用。

李传华
重庆市公路养护管理段

传承创新
中华美食，带领
工作室成员开
发地方渝菜20
余道、特色小吃
8道、分子料理
6道，培训烹饪
类人才3000余
人。

陈波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世界技能
大赛美容项目
银牌获得者，担
任主编将世赛
职业标准、先进
理念融入教材，
提高了行业技
能培训和认定
标准。

李真芹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为了传承
合川峡砚非遗
技艺，他大力创
建学习场所，每
年接待参观者
超 10 万人次，
已经成为合川
非遗文化的代
表场所。

易宗成
重庆砚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对口高职
考试电气技术
专家、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对电气
自动化和 PLC
控制的研究处
于全国一流水
平。

官伦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数十年如
一日扎根PVA
研发生产一线，
掌握了 110 个
PVA牌号生产
技 术 ，完 成
PVA制造聚合
工序新型助剂
应用课题攻关。

黄勇
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

从事文物
博 物 工 作 34
年，修复馆藏珍
贵纸质及纺织
品文物千余件，
其中有国家一
级文物；在核心
期刊发文10余
篇。

程廉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为国家高
技能人才培养
作出突出贡献：
累计培养机械
加工高技能人
才300余名；担
任教材主编；获
国家发明专利
2项。

谭大庆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以体系构建为抓手
做优素质教育顶层设计

为提升教育高质量，促进学
生优质发展，巴蜀小学深挖素质
教育内涵，结合学校实际，积极探
索馆校合作模式。早在10余年
前，学校便高屋建瓴进行了完善
的课程体系梳理，并通过不断更
新，创新联动机制，引进社会资
源，通过建立X导师机制、打造巴
蜀小学实践学习矩阵等，全方位
构建起协同育人质量体系，激活
素质教育新动能。

据悉，巴蜀小学历来重视学
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与重庆科
技馆、三峡博物馆开展馆校合作
链接已持续10余年。从最开始的
科学学科，不断拓宽和加深到综
合实践和全学科覆盖，实现基于
学科和跨学科融合发展，也从最
开始的单一场馆，到依托重庆市
科技局、科普基地联合会等引入
更多社会资源，携手创建了包含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
自然博物馆、重庆规划展览管等
24个实践学习基地。从场景创生
到育人方式，从课程研发到课堂
优化，逐步趋向专业性和系统化，
全链条推进素质教育落地生根。
未来，学校将持续发挥联动效应，
深化24个实践基地的共建共融共
享，拓展24+N联合机制，以激发
学生主动实践学习，提升综合育
人质量。

以课程开发为支撑
夯实素质教育实践载体

2022年4月，三峡博物馆里，

巴蜀师生正在研学体验“虎妞说
碳——低碳艺术展”，通过共创低
碳环保创意作品，启迪学生智慧，
这就是学校联动三峡博物馆共同
打造的“行走的思政课”。

为提升学生系统化、持续化、
全方位的学习成效，巴蜀教育人
选择以“馆校协同合作”破题，联
合开发特色课程，创新做实巴蜀
潜力开发课程。在校内，巴蜀以

“新课标”为纲，国家各项政策文
件为指引，开设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涵盖入
学适应、劳动服务、科学创造、文
化自信、社会参与、生涯规划等主
题，通过全员导师制，为孩子们的
个性化成长设计了高达568项子
主题课程。据悉，未来学校还将
联合场馆全方位联动，加强实践
课程开发，共同促进老师的专业
性和场馆的教育专业化，构建教
育新格局，盘活社会资源，做实做

优“双减”工作，夯实素质教育实
践载体，促进学生素养提升。

以课堂质量为导向
筑牢素质教育教学根基

课堂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
教学是提升学生学习力的关键。
巴蜀小学积极在提升课堂教学质
量上下足功夫，全方位构建起素
质教育学生质量体系，延续学校

“基于学科”的传统优势，不拘泥
于单一学科，采用学科融合等多
样化的教学方式，做实做优“双
减”工作，打造高质量“第二课
堂”。

“用水做的放大镜太有趣了，
和地面完全不同，真希望自己长
大当科学家，可以探究更多科学
的奥秘。”在这堂由巴蜀小学和重
庆科技馆联合打造的“天宫课堂”
上，神州十三号航天员担任X导

师太空直播授课，巴蜀小学科学
老师和重庆科技馆辅导员协同地
面课堂指导，让学生与太空导师
天地同步做科学实验，近距离对
比感受科学的神奇。

开放的巴蜀还有更多X导师
与学生们相见携手，极大丰富了
课堂教学内容和实施。如来自瑞
士日内瓦大学天文台的X导师给
同学们带来《寻找第二家园——

“地球2.0”》讲座；南山植物园、西
双版纳植物园的X导师指导二年
级《植物拓染工作坊》《走进纸的
世界》主题学习活动等，让学生受
益匪浅。包括学生自主策划、自
由展示的“永远跟党走 2022儿
童峰会·主题实践学习——重庆
市青少年优质课程发布会暨巴蜀
乐评嘉年华活动”学校大课堂，巴
蜀学生俨然成X导师，带领参与
的家长和来宾在7大工作坊中体
验课程成果。通过跨学科主题学
习活动，孩子们学会了自主学习，
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与探究精神
正是我们未来社会的孩子们所需
要具备的学习能力。

所谓X导师，是巴蜀小学依
托馆校合作等，充分利用基地专
业人员、家长、高校专家等，凝聚
形成的一批“多样态”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的包括“学有所长”的学生
的导师队伍。走进课堂、设计教
学，已经常态成为促进学校课堂
教学质量提升的一大抓手。以馆
校合作为切入点，在校师生和场
馆专员的直面联动，“双师制”激
活高效“第二课堂”。“引进来”和

“走出去”双轨并行，开启了学生
校内外全面而有个性化成长的

“双通道”，也让学校持续深化基
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收获

“国字号”荣誉，在“第五届科普场

馆科学教育项目展评”中，巴蜀小
学鲁能校区被评为“科技馆活动
进校园”工作示范校，也是西南地
区全国首个获奖学校。

“馆校合作”来丰富学生真实
生活和学习资源的经验，实施推
进的诸多优质教育创新实践，是
巴蜀小学大力发展素质教育的生
动缩影，呈现出的是优质均衡教
育的“巴蜀新样态”。作为重庆基
础教育排头兵，巴蜀小学也以示
范引领为己任，以跨学科实践育
人、综合育人做实素质教育，并有
实质性内容落地集团化办学，且
延伸到重庆及全国7个“国奖”成
果推广应用实验区。据悉，巴蜀
小学持续开展20年“中国好老师
巴蜀公益活动”，覆盖重庆30几个
区县的联盟学校，多所学校愿意
围绕这个项目深入牵手，共同学
习优质教育模式，书写优质教育
篇章。

正值两会召开之际，巴蜀小
学党委书记、校长马宏作为新一
届市人大代表，也提交了“馆校协
同深化“双减”工作，提升素质教
育质量”的建议。结合多年践行
的经验成果和痛点难点进行突
破，以此构建全域“大科普”新格
局，盘活社会资源，做实“双减”工
作，发展素质教育，开启打造优质
均衡、人民满意教育的新征程。

马宏表示，巴蜀小学担当着
优质教育均衡发展的社会责任，
希望能通过此次提案将学校探索
解决馆校合作的痛点难点、巴蜀
经验向重庆乃至全国辐射，持续
擦亮“巴蜀教育素质”金名片，在
创建优质均衡、办人民满意教育
新征程中贡献力量。

何霜 杜林燕 黄兆娟
图片由巴蜀小学提供

探索“馆校合作”新路径 构建素质教育新范式
重庆市巴蜀小学校

巴蜀小学的孩子们参与馆校合作课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
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
公平”，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

遵循和坚守素质教育发
展逻辑，重庆市巴蜀小学教
育集团的教育探索与实践创
新从未停歇。尤其是在近年
来“双减”、“双新”、“双线”综
合化教学等教育改革新图景
下，巴蜀小学始终坚守“育完
整人”的教育初心，牢固树立
优质均衡教育定位，始终紧
扣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成
长实现教育回归，以创新“馆
校合作”融合教育为抓手，盘
活社会资源，形成校内外教
育合力，研究独具匠心的“第
二课堂”，全方位构建起素质
教育学生质量体系，做实做
优“双减”工作。守正创新，
共建共融共享，这场双向奔
赴的教育实践，让“素质教育
看巴蜀”品牌内涵得以进一
步深化，也让新时代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办人民满
意教育的“巴蜀脚步”更为坚
定和从容。

“两会”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