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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 申晓佳）
7 月3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
按照《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
定，经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
于2023年7月3日8时起，启动防汛Ⅳ级
应急响应。

根据气象预报，预计7月 2日夜间
到4日白天，降雨强度较大，局部地区大
暴雨100至 1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局
地60至80毫米。强降雨覆盖范围为今
年最广，暴雨灾害风险涉及38个区县。
连续降雨极易诱发地质灾害、中小河流
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7月3日 16时，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7月3日20时至7月4日
20时，开州区、奉节县、巫溪县、云阳县、
万州区、北碚区、合川区、渝北区、沙坪
坝区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等级为II级（橙色预警）。

此外，城口县、巫山县、梁平区、垫江
县、忠县、丰都县、涪陵区、长寿区、潼南
区、铜梁区、璧山区、江津区、綦江区、南川
区、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九
龙坡区、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属于风险
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III
级（黄色预警）。永川区、大足区、巴南区、
石柱县、武隆区、万盛经开区属于有一定
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IV
级（蓝色预警）。请相关区县注意防范。

据了解，当前全市已进入防汛关键
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级各部门
进入攻坚状态，密切关注雨水情，做好暴
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内涝、地质灾害防
范应对工作；加强对水库、桥梁等涉水工
程的巡查排险，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突
出山洪、地灾、客运交通、地下空间尤其是地铁等重点，落实分
级分类分区域分时段风险管控机制，必要时果断组织群众转移
避险；强化值班值守，前置队伍力量，科学高效应对处置，全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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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罗芸

“大河涨水小河满，文凤儿女尽欢颜。
留住青山是金山，凤凰飞在彩云间……”

近日，位于武隆、彭水、丰都三地交界处
的武隆区后坪乡文凤村，又迎来一批外国游
客。迎宾酒、长桌宴、苗族山歌、苗医苗药、
苗家榨油坊，一项项充满民族特色的体验活
动，让客人们新奇又兴奋，赞叹不绝。

“这几年，以文凤村为代表的村不断挖
掘特色文化、推行‘三变’改革，让更多群众
通过旅游实现了增收致富。”6月28日，后
坪乡乡长周俊峰告诉记者。

巧打文化牌，吸引四方客

云雾缭绕的青峰脚下，是层层叠叠的
梯田。梯田中坐落着古色古香的苗族村
寨——文凤村天池苗寨。

进入寨门，沿着清澈的太阳湖来到广场，
这里架设着绘有苗族图腾的大鼓；穿行在村
中，一幢幢苗家吊脚楼，依然保留着飞檐、斜
面、小青瓦的民族特色；村落中，散落着可体
验传统方式加工的面坊、榨油坊、酿酒坊等。

“村寨无路苦连天，酸甜苦辣都尝遍。
二路红军星火燃，百年红杉耐岁寒……”年
近八旬的曾世红老人唱起当地人创作的山
歌，时而悠扬、时而激扬的歌声在山间回响。

文凤村党支部书记赵俊介绍，苗寨建造
于晚清时期，因常云雾缭绕，也被称为“云上
苗寨”。这是目前我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的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建筑群之一，已被纳
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中国少数民
族特色村寨，去年还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遗
旅游村寨。

目前，后坪乡已申请了14项非遗项目，
包括后坪山歌、后坪木器、神豆腐等。这些
在每个村均有体现，但在文凤村最为集中。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印记，也得到了村民
的自发保护，村民们在修建、加固房屋时，都
较好地保持了传统建筑风貌。

还有不少村民自发承担起传承传统文
化的责任。比如：曾世红向年轻人和小学生
传授山歌演唱技巧，现在村里几乎男女老少
人人都会唱上两句；冉茂云定期在天池苗寨
的木器非遗工坊开设培训课，教村民用传统
技法制作木碗、木桌等，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前来学习……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来苗寨

的国外游客，特别喜欢体验榨油、苗绣等技
艺，这也是我们身在大山中，仍能不断吸引
国内外游客的根本原因。”赵俊说，今年上半
年，已有上万名中外游客到访文凤村，体验
这里浓厚的苗族风情、感受浓厚的苗族文
化。

围绕旅游业，村民就业忙

6月30日，村民杨世超和妻子一直忙
着将“苗汤”（苗族米酒）进行灌装、包装，准
备迎接周末游客小高峰。“以前的苗汤只能
卖给周边的人，加了‘文化’在里面，一年卖
出去1500公斤不成问题！”杨世超说。

2018年，村里大力发展旅游业。杨世
超回到家乡，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捡”起了尘
封20年的酒坊。2019年，“云上苗寨·幸福
后坪”正式开寨，吸引市内外大量游客。杨
世超的米酒市场反响不错，为了顺应市场需
求，他又在米酒中加入了从山上采的桃花，
并对“苗汤”的历史和功效进行挖掘，用文化
对米酒进行“包装”。

“很多游客进门先看介绍，了解‘苗汤’
的发展历程后，都愿意掏钱买这种‘带文化’
的酒。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排队，我两口子
收钱都搞不赢！”杨世超说。

旅游业现已成为文凤村最重要的产业，
为许多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对人热

情、能说会道的谭登林当上了讲解员，和其
他四五位村民一起，为游客讲解当地的红色
文化；做事认真负责的村民被聘去打扫、管
理民宿和酒店，成为接待员；对当地蜂蜜、竹
笋等山珍了解较多、深谙市场营销的村民成
为了推销员，他们将本村、本乡甚至后坪周
边土特产销售到全国各地；还有不少村民围

绕旅游业，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就近提供
给周边的民宿、农家乐。

现在，文凤村村民生产、生活都与旅游
产业紧密相联。去年，文凤村村民人均收入
达到2.1万元左右，较2014年翻了至少一
番。

推行“三变”改革，让村民多重增收

村民陈天文家房屋面积较大，除开自
住，他将余下的383平方米空闲房屋出租给
村里的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每年能获
得1.7万元收入。

2018年10月，后坪乡引进武隆区喀斯
特旅游产业公司。该公司以300万元入股
苗情乡村旅游股份合作社，44户村民以

“田、地、林、房”10年经营权折资合股联营，
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共
同发展文旅产业。

目前，仅天池苗寨就已完成一期改造民
宿19栋109间房，共有161张床位。其中，
精品民宿有56间房90张床位。每到夏季
和节假日，天池苗寨就“一房难求”，房价从
100余元到1000余元不等。

“每年我们还会根据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情况，进行固定分红和二次分红。”赵俊表
示，这样一来，一户村民往往就有务工、农业
产业、分红等多重收入，每家每户发展旅游
业的热情更加高涨。

去年，文凤村乡村旅游累计接待游客7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约1400万元，直
接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武隆区文凤村乡村旅游打出民族特色牌，差异化发展促增收——

“带文化”的苗汤一年卖出1500公斤
探访村镇特色产业⑨

□罗芸

入夏以来，武隆区文凤村的游客陡然
增多。作为“鸡鸣三县”的村落，为何能吸
引源源不断的游客？答案是，文凤村的乡
村旅游打好了“特色牌”，实现了可持续发
展。

乡村旅游要让游客既能在此享受大自
然美景，也能体验当地居民日常的、传统的
生活方式，获得在城市里难以获得的体验。

首先，要挖掘本地的特色元素，形成独
特的IP。不少地方发展乡村旅游，缺乏显
著的特色，没有响亮的招牌，同质化现象突
出。而文凤村就找准了自身特色，深入挖
掘本地民族文化、红色文化等，从而打响名

气、避免同质化竞争。
其次，要围绕旅游业实现多元化发

展。乡村旅游吸引城市游客的一大要素
是乡村生活体验。除田园风光外，乡村还
可以从日常生产、生活中挖掘出参与感
强、观赏性强的活动，为游客提供多元化
的沉浸式项目，让游客感受到乡村生活的
乐趣。

第三，要让更多村民参与到产业发展
中。目前不少地方在发展乡村旅游时，村
民参与度不高，融入产业程度不深。这就
需要当地在发展旅游产业之初，进行制度
设计，通过延长产业链、改革创新等，为村
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收渠道，实现乡村
旅游可持续发展。

乡村旅游既要风景美也要“有文化”

记者手记>>>

“天池苗寨”经过改造升级，吸引众多市内外游客前来。（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严要求
定制个性化教师成长路径

今年5月，重庆工业职院实训教师
谭大庆被遴选成为全国职业院校优秀
教师代表，并受邀参加教育部主办“铸
教师之魂·造良匠之师”全国巡回宣讲
活动，通过分享他的职教成才经历，引
发全国职教师生共鸣。

谭大庆在机械行业摸爬滚打近20
年，躬耕职业教育18年，始终积极发挥
高技能人才示范引领作用，致力于为
制造强国建设培养更多“创新工匠”。
18年来，累计培养学生获得各类技能
奖项多达150多个，其中获国家级一等
奖3项、二等奖20余项。

作为一名学习在职教、工作在职
教、成就在职教的优秀教师，谭大庆走
出了一条绚烂的教师成长发展之路，
这既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
有可为”的缩影，也是重庆工业职院打
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的成效体
现。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承
载着培养数以亿计技术技能人才的时
代重任。“双师型”教师是推动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是改革发展的第
一资源。

近年来，重庆工业职院全面落实
国家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要求，
高度重视职教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对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进行了
决策部署。

学校将企业工作经历作为教师引
进的优先条件，既考察应聘者的教育
教学能力，又考核其专业实践能力，确
保新进教师教育教学素养和专业实践
能力“双达标”。教师入职后，企业实
践或挂职锻炼经历是岗位晋升的重要
条件，绩效考核分配、职称评审、职级
晋升、评优评先等向“双师型”教师倾
斜。

同时，学校与中国四联集团等30
余家龙头企业合作研制并出版《职业

院校教师职业能力标准》，构建“初、
中、高”三层级四维度的“双师型”教师
认定标准体系，严格要求“双师型”教
师必需达到教学科研、实践操作、“1+
X”证书指导等多个维度硬性能力。

一系列政策制度进一步激励广大
教师向“双师”能力发展，“双师型”教
师数量逐渐增加。目前，学校专业课
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已高达
90.5%。

促成长
分层分类提升教师能力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仅要扩大
“双师型”教师的数量，更要增强“双师
型”教师的质量。

为了全面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工
业职院在教师培养上下足了功夫。学
校从“师德为先、分类培育、分类遴选、
分类发展、分类考核”等维度，构建凸

显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教师分类管理
和团队培育体制机制，创新实施“教学
适应期—教学成长期—教学成熟期”
的“三阶递进”式教学名师或技能大师
发展路径，正成为教师成长的“孵化
园”“训练营”。

“青蓝”培育工程，助力新进教师
成长。为新教师配备企业技术能手、
校内教学名师“双导师”，并采用现代
学徒制方式到企业脱产实践锻炼6个
月，促进新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与专业
实践能力双提升。

“栋梁”培育工程，锤炼专业骨干
精英。对入职3—5年的青年教师分类
实施“五个一”计划（提供一个教学能
力提升课程包、主讲一门核心课程、参
加一项专业技能比赛、主持一项教科
研课题、参与一个教科研团队建设），
通过培训研修、项目驱动、技术攻关等
方式聚力培育专业骨干教师。

“头雁”培育工程，进阶培育高端
人才。依托“重工英才计划”优化整合

人才项目，构建纵向“领军学者—拔尖
学者—青年人才”三个层次有序衔接，
横向“教学名师”“科技创新”“技术技
能”等三条路径分类发展的高端人才
成长体系，发挥人才队伍最大潜力。

一套强师“组合拳”，强力推进教
师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升。学校已自
主培育出全国技术能手8人，以及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全国最美
教师、全国优秀教师等国家级荣誉教
师35人次。拥有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2个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等多个国家级团队，1个
国家级（筹建）技能大师工作室。

首批国家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带头
人李雷，为了磨练教学能力，决定带领
年青教师团队参加重庆市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6个月日夜兼
程的备赛之路，李雷和参赛团队用学
习汽车技术时的执着和韧劲，不断创
新课堂教学改革，从视频拍摄、文本修
改、资源完善、汇报演示，每个环节都
反复推敲，精益求精。

最终，李雷领衔的教师团队获得
重庆市一等奖的成绩，并被推选参加
2021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
力比赛，参赛作品《动力驱动系统检测
维修与故障诊断》荣获全国一等奖，在
国赛擂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正是有无数像李雷一样业精于勤
的好老师，一门门凝聚着教师团队的
心血和智慧的“金课”跃然而出，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攀升。

搭平台
锻造双师发展动力引擎

近几年，工业职院教师，同时也是
国家首批示范院校汽车检测技术与维
修重点专业带头人、全国“最美教师”
的赵计平，以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
技术创新团队为载体，围绕汽车NVH
关键性技术、汽车节能技术开展研究，
与长安汽车、北汽银翔、重庆大学、重

庆理工大学等企业院校进行技术合
作，通过技术研究、产品开发、技术推
广，实现技术转化30项，授权专利共
103项，发明专利数10项，有力推动了
重庆市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赵计平始终以“技高为师，德高为
范”为准则，潜心研究、勇于创新，获誉
无数，是当之无愧的教学科研标杆。

科研能力是构成教师职业能力的
重要因素，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主要
动力。一直以来，工业职院积极打造
高端共享科创平台，依托学校建有的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用技术推广中
心、技术转移示范基地等13个省级以
上科研平台，将技术技能及其应用研
究融入教师成长全过程，并在推进研
发成果工程化、产业化中提升教师创
新能力。

在浓厚的科创氛围中，全校教师
积极参与到科研与创新中来，如教师
自主整机设计、制造“高功率新型环保
二冲程发动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研发0.001毫米高精度机械装配工艺，
填补了我国在半导体高精度装备领域
的空白……

不仅如此，学校以教育部人工智
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试点为契机，整
体推进学校智能教学环境升级和信息
化整合应用，全面构建“线上线下，虚
实融合”的教学环境，实现以人工智能
撬动教学变革，助推教师队伍发展。

在工业职院，一支师德高尚、技艺
精湛、专兼结合、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队伍正在形成，他们各
有所长又团结协作，使学校成功入选
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训基
地。

接下来，工业职院将进一步强化
职教师资的类型特色，多措并举加大

“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力度，为职业
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苏效圣 陈锐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教师队伍是发
展职业教育的第一
资源，是支撑新时代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的关键力量。

近年来，重庆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以
下简称“工业职院”）
抢抓职业教育发展
机遇，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新时
代职业教育“双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决策部署，将
“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基础性工
作来抓。通过“标准
领航、分层分类、平
台赋能”，探索构建
起“立体交互”式的
高水平“双师型”教
师队伍培育模式，全
力打造出一支育人
有道、教学有法、技
艺精湛、科研有果、
专兼结合的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加快建设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人才
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打好强师组合拳 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

青年教师正在培训学习

7月3日晚，南岸区水云路，商贩撑着大伞走在雨中。
当日夜间，我市中心城区暴雨来袭，相关部门提醒市民关注

临近预报预警信息。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