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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
兵，我感到非常激动、非常荣
幸。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公司同事一直以来赓续
雷锋精神，立足岗位无私奉献、
团结奋斗的肯定。”近日，中宣部
命名第九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国药太
极涪陵制药厂高级经理、特级技
师霍加勇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
锋标兵。

“雷锋事迹从小就激励着
我们成长，对我而言，学习雷
锋就是要学习他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
神，立足本职，精益求精，不断
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谈及
对雷锋精神的理解，霍加勇如
是表示。

1998年，霍加勇从重庆医
科大学毕业后，进入太极集团涪
陵制药厂工作，自此扎根中药制
剂工艺一线长达25年。他和团
队积极开展工艺技术攻关、技术
革新、发明创造，先后申报了8
件发明专利和7件实用新型专
利。

2008年，藿香正气液在生

产初期遇到重大难题——产品
刚生产出来时各项指标均合格，
但贮藏约一个月，便会产生附着
于玻璃瓶表面的沉淀。经过长
达3年、累计2000多小时的试
验，霍加勇团队终于找到了解决
沉淀的方法。工艺改良后，藿香
正气液更受消费者认可，如今已
成为年产值达20多亿元的中药
产品。

“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长征路
上，艺无止境，学无止境。”作为

“太极藿香正气液传统制作工
艺”的涪陵区级非遗传承人，霍
加勇肩负起中医药文化保护、发
掘、发展、传承重任，陆续培养了
170余名技能人才，其中高级技
师30人、技师27人。

2019年，霍加勇工作室成
立，成员分别来自该公司技术
部、生产部和生产车间，这些一
线骨干的加入，为工作室开展中
医药标准化和新药研发提供了
扎实的人才队伍。

据统计，截至目前，霍加勇
工作室已实现了10个“睡眠品
种”的复产攻关，优化了近20
个“休眠品种”工艺流程，推动
了近30个“休（睡）眠产品”上
市。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特级技师霍加勇：

扎根中药制剂工艺一线
解决藿香正气口服液沉淀问题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崔曜

近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
社区花弄里小区健康小屋门前，一桌三
椅搭成的义诊台边，78岁的熊育国仍然
忙得不可开交——黄葛树下，熊育国身
穿白大褂，胸挂听诊器，为居民们挨个量
血压、听心跳，并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
导。

“排队的居民多，需要咨询的问题也
多，我甚至都不能喝太多水，以免义诊时上
厕所耽搁时间。”熊育国曾在东华医院（原
特钢医院）担任内科医生，退休后仍然保持
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为社区居民义诊，成
为群众身边的“特钢贤人”。

在石井坡，“特钢贤人”颇有知名度、美
誉度。

2005年，石井坡街道打造“特钢贤人
坊”文明实践品牌，将原重庆特钢厂的老党
员、有一技之长的职工发展为社区治理的

“贤人”，倡导互帮互助，传承邻里守望。如
今，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进来，石井坡
街道的“特钢贤人”已超越了原特钢厂员工
的范畴。

截至目前，石井坡街道已培育“特钢贤
人”志愿者6900余名。他们在社区里开展
了康养义诊、文明劝导、浇灌花草、免费磨
刀、游客向导等服务。

累计义诊超2000小时的退休医生

每周二和周四早上9点，是熊育国固
定的义诊时间，社区里的老人总会早早聚
集到健康小屋前，有时候也会有年轻人来
就诊。

“高血压、糖尿病、痛风……老年人嘛，
身体总有些小病小痛，楼下就能咨询看病，
好方便嘛。”义诊台前，郭太碧挽起袖子，准
备测量血压。

熊育国了解到，郭太碧长期患有高血
压，却没有按时服药。

“问题就出在这里，老年人觉得老了有
个头疼脑热什么的不是问题，却没看到病
痛背后隐藏的风险！”熊育国严肃地告诉郭

太碧，“多数高血压患者在患病后无明显症
状，但血压特别高会损伤身体的脏器，如心
脏、肾脏等，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诊断结束
后，熊育国的语气才变得柔和些，“郭大姐，
您平时要按时用药，日常饮食中要注意低
盐、低脂。”

“现在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类老年人
多发的疾病，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年轻
人身上，义诊时我遇到过不少。”抛开义诊
医生的身份，作为社区的一分子、也作为
长辈的熊育国，发现很多年轻人在生活习
惯上存在一些问题，“熬夜、吃夜宵、喝各
种奶茶以及碳酸饮料……年轻娃儿们的
这些习惯，我总是絮絮叨叨提醒他们要改
掉。”

长期义诊下来，熊育国在心里已为小
区居民们建立了一本健康“台账”，哪些是
重点关注人群、哪些需要提供用药指导、哪
些是问诊的“新人”，他都心中有数。熊育
国说，只要自己身体允许，义诊就要坚持做
下去，为居民群众服好务。

据悉，2017年以来，熊育国已累计开
展义诊2000多个小时，受益群众超6500
人次。

拜师学艺“接班”的磨刀工

磨刀这种事，看似简单，实际上大有讲
究，磨得好用着顺手，磨不好用得头痛。在
石井坡街道光荣坡社区，就有人把磨刀这门
传统手艺掌握得得心应手，还实现了传承。

“一把刀要先顺磨、再斜磨，最后横磨，
这样够锋利也不伤手。”“特钢贤人”余忠
荣退休后，就只琢磨一件事——刀怎么磨
更锋利？

“嚓嚓嚓……”2月26日上午，石井坡
街道光荣坡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传来
阵阵金属摩擦声，72岁的余忠荣站在桌台
前，熟练地操作工具，为居民们磨菜刀。

“外面磨刀的现在不好找，技术好的师
傅更难找。”居民张永蕙带了家里的砍刀、
菜刀和剪刀，提前15分钟来排队等候，“以
前免费磨刀的邓师傅生病了，余师傅接了
他的班，手艺还是一样好，排队的人还是一
样多。”

余忠荣原是特钢厂的炼钢工人，退休
后成为了红岩志愿者服务队队员。因为对

磨刀“情有独钟”，余忠荣以前曾跟邓师傅
“拜师学艺”。

“很多人对磨刀一窍不通，甚至认为磨
刀就是随便在磨刀石上来回摩擦即可。其
实那样做不仅不能让刀变锋利，反而会损
坏刀刃。”邓师傅不藏私，把顺磨、斜磨、横
磨的顺序，不同磨刀方式的技巧，倾囊传授
给了余忠荣。

2022年5月，邓师傅捐出自己的砂轮
机和角磨机，余忠荣也自掏腰包买来磨刀
石、油石、线板，还手工自制了个磨刀架，一
度停摆的光荣坡社区免费磨刀服务重新

“上线”。
“我传承的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还有邓

师傅他们服务社区的精神，来磨刀的大都
是邻居，帮助他们我觉得很快乐，退休生活
也很充实。”余忠荣欣喜地告诉记者，现在
社区也有年轻人来请教磨刀技术，这门传
统技艺后继有人。

不给自己放假的义务导游

“前面就是白公馆，顺着隧道出去，然
后靠右边走……”家住石井坡街道和平山
社区大河沟178号的陈太金，经常免费为
来歌乐山的游客提供咨询服务，有时候还
帮他们拍照。

“这几年来歌乐山玩顺带到特钢厂打
卡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有些外地朋友找不
到方向。”4年前，退休后的陈太金发现自
己家常出现在小红书的热门打卡地上，于
是“毛遂自荐”，成为一名为游客提供咨询
服务的“特钢贤人”。

“这个义务导游不简单，年轻人不仅想
看特钢厂遗址，还想知道工厂的历史，了解
重庆的工业文化。”为了讲好特钢故事，陈
太金花了很多时间去搜集历史资料，走访
特钢厂的老员工。

“我自己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讲稿，但不
会死背稿子，不管是回答游客的问题还是
主动给他们讲故事，趣味性很重要。”陈太
金表示，要让他们能听进去，听了还觉得有
意思。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陈太金天天在岗，
没有给自己放一天假。“逢年过节，重庆游
客多，我要给他们服好务。”陈太金笑着说，
游客们也信任他，还把行李寄存在他这里，

“我要让他们看看老特钢人的素质！”

定期义诊 免费磨刀 义务导游

闲不下来的“特钢贤人”

近日，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中心湾社区花弄里小区健康小屋门前，退休医生熊育国身
穿白大褂，胸前挂着听诊器，为居民量血压、听心跳，并提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2023年8月，霍加勇（右一）在车间向同事介绍设备的安全操作
注意事项。 （受访者供图）

近年来，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
院（以下简称重庆建工职院）扎实推
进人才强校战略，取得累累硕果：获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项，国家级教学
能力大赛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
学校获批博士后工作站1个；国家级
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2个，首批国
家职业教育教师创新团队顺利通过
验收并正式授牌……

这是重庆建工职院作为重庆市
“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抢抓职业
教育发展机遇，以高质量师资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实施高质量教育
的有效改革探索。

学校紧紧围绕“十四五”建设发
展总目标，遵循引进与培养并举的
方针，全面提高人才队伍素质、激发
人才队伍活力和增强人才队伍的凝
聚力，为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高标准引领
外引内培摆好名师“大方阵”

面对新时代“双高计划”和培养
更多大国工匠、提供人力资源的使
命，学校如何应对？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紧抓
师资队伍建设，打造一批德技双馨、
创新协同、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是
重庆建工职院的应对之法。

在高层次人才上，学校对标“双
高计划”建设，优化人才引进机制，
设立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
优化高层次人才引进流程，提高引
才效率；加大高层次人才培育力度，
鼓励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搭建
博士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平

台，为申报“百千万”人才工程、市级
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教学名师做好人
才培育。

与此同时，学校坚持“四有”标
准，实施“名师精匠”“杰出带头人”

“卓越双师”引培工程，打造一批专
业领军人才，引领专业建设和人才
培养。聚焦建筑高端产业和产业高
端，辐射智能建造、智慧交通相关领
域，引进行业领军人物、大师名匠、
教授、博士等高端人才；推行专业群
校企双带头人制度，引进培育行业
有权威、国际有影响的专业群建设
带头人。

近3年来，学校获市级教学成果
奖4项、市级教学能力大赛奖18项、
市级高校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高
职高专院校组）特等奖1项；获批重
庆市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技能大师工作
室、高校辅导员工作室各1个。

高质量培育
精准培训激活成长“动力源”

加强后备力量，提供源头活水，
也是学校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的有
力保障。

学校逐步完善新进教师培养制
度，建立了从新教师到胜任教师、骨
干教师、专业带头人，再到专业群建
设带头人的阶梯式教师专业发展成
长路径，形成“四维四阶四层”培养
矩阵模型，实践探索“教授名师工作
室+技能大师工作室+博士专家工作
室”的分类组团式发展模式，促进教
师职业发展。

对于新教师，学校实施“青苗”

工程，为新教师配备校企双导师，建
立新教师见习期和企业实践期制
度，加快提升新教师教学能力、工程
实践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对于胜任型教师，学校实施“毓
秀”工程，着力培养其专业能力、实
践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教
学研究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和国际
交流能力。

对于企业兼职教师，学校实施
兼职教师提升工程，量身定制培训
计划，落实5年一周期全员轮训制
度，形成高水平专兼结合的双师队
伍。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是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激发教师队伍
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学校深化实
施职称评聘改革，破除“五唯”倾向，
建立以师德师风评价为首要内容的

考核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以同行评
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努力提
高教师管理效率和水平。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
量的教育。学校现有入选国家级指
导委员会委员7人，全国技术能手1
人，全国轻工技术能手1人，重庆市
巴渝青年学者1人，重庆市教书育人
楷模2人，重庆市中青年骨干教师4
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1人，重
庆市优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2名，
重庆市优秀辅导员3人，专业课教师
中“双师型”教师占比达74.5%。

未来，重庆建工职院将坚持牢
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锚定新定位、扛起新使命，为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为现代化新重庆建
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向谦娆 肖雪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蓄人才力量 优师资队伍 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四十年筚路蓝缕，四十载春华秋
实。

3月6日上午，来自成渝两地中医
药专家及中医医疗机构负责人云集奉
节，共同见证奉节县中医院“建院40
周年暨新院区投用”庆典。

40年来，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在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下，一代代
奉节中医人勤耕不辍，以传承中医国
粹、发展中医药事业、护卫人民健康为
己任，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和内涵建设，
就医环境不断改善，服务流程不断优
化，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
感、满意度不断提高，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态势正逐步走深走实。

打造“一院三区”发展格局

据悉，奉节县中医院成立于1984
年，由城关卫生院更名而来，历经4次
整体搬迁，业务用房面积由1871平方
米扩增至5.1万平方米，职工人数由60

人增加至678人。目前，已发展成集
医疗、教学、科研、急救、康复于一体的
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形成新院区+老

院区+康复分院“一院三区”发展新格
局，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
能。

活动现场，奉节县卫生健康委党
委书记、主任杨锦江表示，新院区的正
式投用，在改善医疗环境、医疗设备迭

代升级、医疗服务全面优化的同时，也
标志着奉节县中医院正式驶入全面发
展快车道。下一步，医院将以“三甲”
中医院创建为目标，以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为抓手，聚焦医院管理、医疗质
量、医疗服务，加快推进感染性疾病科
建设，稳步推进人才梯队建设，纵深推
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全力推进智慧
医院、美丽医院建设，聚力推进中医重
点（特色）学科建设，推动医院综合服
务能力整体提升，不断满足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全面提升群众
就医获得感、幸福感。

综合服务能力赢得好口碑

“今天恰逢建院40周年和新院区
投用两大喜事，能面对面地接受顶级
专家的诊疗，非常开心。医院近年来
的发展可圈可点，特别是在就诊环境、
医疗质量和技术上实现了历史性跨
越，作为奉节人，我很自豪。”家住奉节

县甲高镇的一李姓居民说。
据悉，为增进群众健康福祉，医院

召集了来自成渝两地的中医名家，现
场为群众义诊，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近年来，奉节县中医院在加强公
立医院党的建设的同时，围绕医疗质
量、就医流程、优质服务等方面不断做
实做细。特别是针对老百姓关心的

“这个病在中医院能不能治、能不能治
好”的问题，医院通过“内培外引”，着
力打造高水平医疗团队，先后开展
ERCP微创治疗、肺结节微波消融术
等高端医疗技术，填补了该院多项空
白。

该院院长李建军表示，群众的一
句“谢谢”或一个好口碑就是医院前行
的不竭动力。“面对每一个来院患者，
我们必须用一流的医疗质量、一流的
医疗技术、高品质的就诊服务来回报
他们的信任。”李建军坦言。

马太超 谢华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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