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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新质工匠”
助力新质生产力时代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从去年到今
年，各路文章已经讲了很多。如何实
现？关键因素是人才支撑。在不断为新
质生产力蓄势赋能的过程中，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
能领域的各类人才将推动中国经济向

“新”而行。然而要想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不仅需要“高精尖缺”的科技人
才、拔尖人才，更需要有一大批高素
质、高技能的“新质工匠”。

何谓“新质工匠”？“新质工匠”是
结合传统工匠精神与现代科技知识，
具备创新能力、精湛技术、文化素养和
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劳动者。他们不
仅能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环境中
运用先进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能
够传承中国传统工匠的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精神，带着对品质的执着追
求和对工艺的尊重，将这种精神融入
新质生产力当中。

“新质工匠”呼唤职业教育体系的
改革与发展。职业教育的未来，要通过
培育新质后备人才，塑造新质中坚人
才，发展新质技能人才，构建适应时代
的“新质工匠”的全新培养模式。

首先，以新技术、新业态、新动能
产业发展为导向，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确保人才培养方案与“新质工匠”的发
展目标一致。

其次，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提升教
学效率和质量。通过在线课程、虚拟实
验室、远程协作工具等，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更加灵活和个
性化的学习体验。

第三，培养学生“高意识学习”特
质，乐于和善于使用人工智能开展协
同创新的“新质”素养，其重点不仅在
于知识和技能的习得，更注重知识与
技能的有机结合，过程与方法的综合
运用，以及工匠精神、内核和价值观的
有机融合。这一教育理念在塑造学生
的思维方式、创新能力和责任意识等
方面更加凸显“新质工匠”的培育方
向。

当前，工匠人才的培养是我国从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
键，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
引擎。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培养
与现代科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的“新质工匠”，是提升生产力效能、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石。职
业教育，作为培养这些具备专业技能
和创新精神的关键人才的重要途径，
必须紧密跟随时代的发展步伐，不断
进行深化改革和创新实践，构筑一个
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培养新生态，从而培育出一大批既精
通技术又具备高度创新能力和强烈社
会责任感的“新质工匠”。

赵新宇（作者系浙江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教授）

4月10日晚，北京邮电大学
就学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发布调
查通报，决定取消郑某研究生导
师资格。北京邮电大学的通报指
出：现已查实，郑某未能正确履行
研究生导师职责，对学生学业疏
于指导；未能做到关心爱护学生，
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习、科研无关
事宜；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学生
发放助研津贴。学校决定取消郑
某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
工作，给予降低岗位等级的行政
处分。

（4月11日中新社）

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自带
某种孤注一掷、放手一搏的意味。
而从学校通报看，学生们好像成
了“获胜”一方。当然了，与其说

“胜利”，还不如说“解脱”。而今，
尘埃落定，师生之间的恩怨似乎
有了了结，可复盘此事来龙去脉，
还是留下了太多的唏嘘与遗憾。

事实上，就在前不久，华中农
业大学也发生了“学生集体举报
导师造假”的事件。如果说，其是
基于学术良心、一腔义愤而对

“学术不端”的检举揭发；那么与
之相较，北京邮电大学的这起联
名举报，则显得更为“世俗”、更
为“实际”，同时大概率也更容易
引发研究生群体的代入和共鸣。
在相关举报信中，学生们所罗列
的郑某“罪状”，诸如“让去其家
里打扫卫生”“替其开车接送朋
友”等，都属于是鸡零狗碎的“小
事”——有类似经历，对之妥协
者，想必不在少数。

再说“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

学生发放助研津贴”一项，这说到
底乃是利益之争。为此“揭竿而
起”，既不高级，也不高尚，但确乎
足够真实、足够坦诚。事实上，就
此间研究生阶段的师生相处模式
来说，学生们如此堂堂正正地“为
利而争”“据理力争”，实在并不多
见。以课题组项目经费分配来说，
在某些大学，很多做进经费预算
的“研究生劳务费”，其实相当部
分都没足额发到当事人手里。之
于此，学生们敢怒而不敢言，久而
久之，这一做法渐有成“潜规则”
之势。

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有其特
殊性。其既有传统意义上“师门”

“师徒”“学统”“学派”之类的成
分，而置于实际语境下，其具体的
实现方式，也有类似现代企业“项
目组”之类的结构：前一种叙事系
统内，讲的是“师承”“共同体”云

云，而后一种游戏模式中则不可
避免要谈“利益”谈“分配”。这两
种价值本就存在内在冲突，再经
由个别却德教师的激化放大，最
终呈现出的结果，就是一种畸形
的“支配—服从”结构，以及无底
线的“压榨”。

应该看到，大学生态内，所谓
“师德”并非只是一种先天的人格
禀赋，而更多是一种后天的进化
效果。环境育人，这不仅对学生们
适用，对导师们亦是如此。状况频
发，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不能在两
种价值谱系的拉锯中继续迷失下
去。针对师生之间权力、义务的边
界，特别是涉及“劳动与回报”真
金白银层面的利益分配，理应进
一步推动规则明确化、约束刚性
化。唯有如此，才可少些师生反目
成仇的悲壮戏码。

然玉

一年一度的幼升小、小升初
入学报名就要开始了，照例，又到
了“学区房”的成交旺季。

宁波的“学区房”还热吗？告
诉你，已经降温了。除了成交量减
少，降幅也不小，也就是说，在宁
波，“学区房”的概念正在日益弱
化。

（4月17日《宁波晚报》）

作为应试教育的产物，这些
年“学区房”的价格引发全社会的
关注和热议，尤其是在大城市，众
多家长为了给孩子争得一个名
校、重点学校的学额，不惜花重金
买一套“学区房”，待孩子毕业，又
加价转卖给别人，于是，“学区房”
价格不断上涨，甚至出现了一套
老破小的“学区房”出价8万甚至
10万一平米的天价。反过来，“学
区房”的疯狂又加剧了应试教育，
两者相互捆绑，其非理性的发展
既伤害了教育，也扰乱了房产市
场，祸害无穷。

如今宁波“学区房”的价格大

幅下跌，如青藤书院学区内的尚
江府、云水湾等小区，今年3月较
去年同期普遍下跌了50万元-60
万元，原因除了调控政策的实施
和房地产市场总体行情的不景气
之外，还有一点是得益于这几年
宁波的集团化办学成效显著。随
着集团化办学在宁波日益推进，
不少过去家长眼中的“头部”中小
学都有了多个校区，这意味着过
去汇集在单一总部内的优质教学
资源如今也有机会被分配到不同
校区。

众所周知，“学区房”价格的
一路狂奔，其根源在于教育资源
不均衡，而在同一座城市内的重
点校和普通校，两者的校舍设施、
办学条件等都差不多，其最大的
差别在于师资力量的配备，所谓
的不均衡主要指名师多集中在重
点校，普通校则相对缺乏。推进集
团化办学的一大目的，就是要弭
平名校和普通校之间师资力量的
差距。

以镇海区为例，该区采用集

团化办学的学校建立了“五同四
共”管理体系，即师资同盘、教学
同步、培训同频、文化同系、考核
同体；资源共享、管理共进、教学
共研、文化共生。

譬如仁爱中学与九龙湖中学
实现集团化办学后，为加强九龙
湖分校的师资力量，在教师调配
时，适当向分校倾斜：新招聘的28
名教师，大部分留在本部校区培
养；将教龄5年及以上的骨干教师
分配到分校。两个校区的教师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
系，实现了师资力量双向良性流
通，提升了分校的师资力量。

集团化办学的最大成效就是
打破了学校间、区域间的办学壁
垒，破除了不少家长的“偏见”，减
少了家长的教育焦虑，这才出现
了“学区房”的概念开始走弱的喜
人现象。这正是大家乐见的，同时
也希望宁波持续推进集团化办
学，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为房地产
市场的健康发展贡献宁波教育的
力量。 李太牧

“学区房”弱化 均衡教育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