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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助

力克州教师能力提升计划，积极打造优秀教师队

伍，推动补齐师资短板，推进教师专业水平提

升。一是积极开展“传帮带”，实施“青蓝工

程”“订单式送教下乡”等项目，以教师支教、

校长交流、名师送教等形式帮助当地教师提升专

业水平，同时建立示范性教育工作室20个、学科

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11个。二是以“小组团式”

援助为重点，集中66名援疆教师在克州江西实验

中学和克州江西实验小学全面参与学校教育教学

管理，深入开展师徒结对、传帮带、示范公开课、名

师工作室等系列帮扶举措。全年，江西援疆教师

参与受援学校管理人员达33人次，担任班主任工

作达63人次，师徒结对人数为208人。三是选派

学科优秀骨干教师到江西脱产研修跟岗锻炼。组

织克州阿克陶县20名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赴赣南师

范大学进行为期3个月的研修提升。聘请教研专

家为学员授课，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能力。

聚合资源发力，资金倾斜保障教育援疆长发

展。在政策制定、资金安排、管理力量配置等方

面，坚决做到突出学生资助、保障教育发展、激

励教师成长。促进扶贫扶志扶智融合，坚持实施

教学奖励、资助项目，特别实施了克州江西实验

中学 （阿克陶县雪松中学）“红杜鹃江西班”

（“赣陶宏志班”“赣陶远志班”）奖励项目。

安排资金50万元，对江西班教师和成绩优秀的学

生进行奖励资助，激励师生拼搏奋进，提高教育

教学及学习成绩。在积极打造江西“红杜鹃”援

疆教育品牌，促进阿克陶县教育全面提升的同

时，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具有“江西经验”的

教育援疆之路。

（执笔人肖如恩系江西省教育评估监测研究

院副院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教育局副局长，卢彬系江西省援疆教师、

阿克陶县雪松中学校长、江西省吉安县浬田中学

副校长）

今年4月，新疆人民政府、浙江人民政

府印发《创新推进浙江省“1+X”“组团式”

对口援疆实施方案》，将“组团式”教育援疆

列为任务清单之首，并把职教援疆摆在突出

位置，迭代升级覆盖中职到本科、职校到特

教的全链式组团援疆体系，助力打造区域性

职教高地。根据中组部、教育部和浙新两地

的总体部署，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第十批援

疆教师团分两期共24名教师组成。自2020年

1月以来，援疆教师团助力学院跻身南疆唯

一的自治区优质高职，项目评审专家在200

多字的评语中专门写道“学校有一支非常强

的援疆队伍”。

扛起使命，跨省联盟，对口援疆

浙江把职业教育列入新一轮对口支援的重

点领域，持续深化“组团式”职教援疆，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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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牵头组建了“浙阿职业教育发展联

盟”，援疆教师团坚持系统集成，具体推动。

在教育部职成司、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

区教育厅及浙江省教育厅的指导下，援疆教师

团发挥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在地区的“龙头”

作用，整合60所优质院校和95家浙商企业，

按产教融合“1+1+1”模式，重点帮扶阿克苏

地区15所院校60个优势特色专业，打造了浙

阿职教共同体。

2021年4月11日，浙江省“双高计划”建

设单位对口支援新疆职业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杭

州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会议确定了浙江省“双

高计划”职业院校组团式对口支援阿克苏职业

技术学院的工作方案。2021年10月25日，浙

江对口支援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职业教育

座谈会在阿克苏召开，正式签署新一轮深化

“浙—阿职业教育发展联盟”框架协议，揭牌

成立“浙江高职院校博士服务团阿克苏职业技

术学院工作站”，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浙

江6所国家“双高计划”职业院校与阿克苏职

业技术学院签署了新一轮的对口帮扶协议。援

疆教师团依托国家“双高校”发展优势，结合

专业集群发展特色，创新实施“学院包联分

院+分院包联专业”的支援模式。

以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校联合了杭

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和达利（中国）有限公

司，对口援助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的纺织服装

学院、机电工程学院和阿克苏温宿县职业技术

学校的电梯安装与维修保养、服装制作与生产

管理专业的建设任务。

授人以渔，师徒结对，智力援疆

根据省援疆指挥部统一部署，援疆教师团

把对口支援工作核心放在为受援院校培养一支

高质量“带不走”的教师队伍上。每名援疆教

师为2—3名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本地教师开

展“传帮带”工作，开展现场“结对师带徒”

指导，同时配备1名后方派出院校的导师进行

“远程式”送教指导。援疆教师团累计开展教

学讲座78场，上公开课56场，开展集体备课

112次，举办名师论坛17次，听课评课196次，指

导教师申报课题项目62项、撰写发表论文5篇、

申请专利4项。为49名徒弟实行了援疆教师+

后方专家“双导师制”。

援疆教师团联合师徒结对本地教师指导的

全国首届乡村振兴职业技能大赛中育婴员赛项

获铜牌，成功获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自治区总决赛特

等奖，第五届全国数字创意大赛获三等奖8

项，挑战杯、“互联网+”等创新创业获省级以

上奖项30余项，在地区级各类竞赛中师生获

奖235项。完成了新一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

课程思政建设方案，指导建设22门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建设，其中“财务会计”“平面广告

设计”“电气控制与PLC技术”和“传染病护

理”4门课程获自治区立项，“急危重症护理技

术”被认定为自治区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创新制胜，干在实处，项目援疆

“校级领导+中层干部+专业骨干”是浙江

省创新的“组团式”援疆模式。浙江省“双高

计划”职业院校选派正处级教授职称的干部担

任援疆教师团领队，并由阿克苏地委任命为阿

克苏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直接参

与学院的教育教学管理工作。选派专业负责人

担任分院的教学副院长，选派专业骨干教师担

任专业（群）负责人。

援疆教师团引入浙江职教理念和办学经

验，立体式推动治理体系变革，出台首个科研

考核、教学成果奖励制度，修订了《青年教师

培养导师制管理办法》等20余个文件，健全

运行机制，帮助学院的各项工作更加走向科学

化、制度化、程序化，助力学院高质量发展。

推行“专家引领、三级认证、多闭环诊改、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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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式提升”的项目申报策略， 助力重大项目

立项，成功立项30个国家级“1+X”证书试点

项目、1个自治区混合办学改革项目、6个自

治区质量提升工程项目等重大建设改革项目，

更是助力学院跻身南疆唯一的自治区优质高职

院校，并顺利通过项目中期验收答辩。

品牌引入，专创融合，产业援疆

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作用，提升学院社会服务能力，援疆教师团

引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智能无人机“创翼蔚徕”

品牌项目，围绕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通过无人机

AR交互技术，实施航拍摄影、三维建模、VR实

景、图像视频剪辑、图文设计制作、电子导图摄

录、职业培训咨询等多个模块，孵化实体公司5

家，深化推进了对口支援的载体，满足地区产业

发展对无人机操控职业能力的提升需求，多次

得到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批示。

2021年11月，学院联合地区文联、地区

摄影家协会和新疆智空电子有限公司“政、

校、企、协”四方联动打造的“创翼蔚徕”无

人机双创工作室正式揭牌，致力于培养科技

类、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培育打造新农

村无人机操控技术能手并提供专项技术服务。

2022年4月，由学院联合地区科学技术协会、

新疆乐纯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三方共育孵化

的阿克苏地区大学生无人机科技人才政校企合

作培养基地正式揭牌，无人机科普实践教育暨

科技助农项目合作签约，无人机科技志愿服务

团授旗成立。2022年6月，经柯坪县委、县政

府牵线搭桥，学院与新疆三和无人机研究院完

成校企合作签约，建立了以农民职业培训、农

机技术服务、农业信息推广、科技交流提升为

核心的运作体系。

以点带面，示范辐射，服务援疆

点面结合是扩大对口支援成效的关键之

一。援疆教师团紧紧围绕提升学院的高质量发

展，实施对口支援工作，抓住了关键，找准了

切入点。在疫情的特殊时期，援疆教师团与12

所浙江院校在院校治理、专业建设、课程建

设、专业竞赛、党建、学生社团交流等各方面

高频次“云端”开展，特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政代表团在浙江考察期间，专门前往浙江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并连线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同步课堂。组织两地师生互动交流1000余人

次，争取社会捐赠教学仪器设备和物资价值

86.6万元。开展浙阿两地经典诵读，录制《柯

柯牙礼赞》国语练习音频，服务师生普通话师

资培训，争取援疆资金开展戏剧人才培养，在

地区各学校和社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和优秀文化。援疆教师团成员还带领本地教师

承担地区残联康复协调员培训任务和为社区残

障人士提供上门康复指导，先后以专家身份参

加地区教育规划研讨、职教巡回指导专家报

告、专业技术人员招考评价、职业技能大赛执

裁、县市中职优质校项目建设辅导和升格评估

等活动，在帮助学院提升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对口支援工作一步步向

整个阿克苏地区纵深发展，实现了从“帮扶一

校”到“助推一地”的蝶变。

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是实现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重要举措，职教援疆需

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

底”。新时代援疆教师团将认真对照浙江“两

个先行”奋斗目标，坚持硬件与软件并举、

“输血”与“造血”并重、智力与治理并行，

全力打造区域性职教高地。

［执笔人张日益系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副教

授、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指导处（笃

行创业学院）副处长（援疆），余俊武系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阿克苏职业技术学

院康复治疗技术专业带头人（援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