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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工匠精神 提升职业素养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

□ 陈 翼

手拿一把看火镜，只凭肉
眼就能判断出水泥窑内的温
度、通风、压力等各种状况；制
作尺寸精度达到0.01毫米，所有
相邻面的夹角误差不超过 1 分
的正 12 面体；将炼钢转炉炉龄
由6000炉提高到17000余炉，目
测炉温与仪器测量分毫不差。
这些听起来不可想象的技艺，
却实实在在出自于中国三位

“大国工匠”之手，他们分别是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熟料车间党支部书记、大国
工匠郭玉全，一汽集团铸造有
限公司铸模厂装配钳工班班
长、大国工匠李凯军，河钢集团
唐钢公司炼钢首席操作专家、
大国工匠郑久强。

10月12日，这三位“大国工
匠”走进常州机电，千名学子有
幸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精彩绝
活，聆听大师们讲述真正的“工
匠精神”。活动以“弘扬工匠精
神，提升职业素养”为主题，旨
在充分发挥劳动模范、大国工
匠在价值观教育方面的示范引
领作用，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
敬劳模、弘扬工匠精神，让“劳
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在

“未来工匠”心中扎根、开花。

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全国委
员会主席陈杰平，中国职业教
育创新联盟秘书长蔺琪，郭玉
全、李凯军、郑久强三位大国工
匠，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曹根基、副校长许朝山
等出席了启动仪式。

曹根基在仪式上致辞。他
表示，作为以培养面向生产、建
设、管理和服务一线需要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职院
校，培养具有“工匠精神”的高
素质高技能人才，为中国从“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提

供人力支撑，是学校不可推卸
的时代责任和社会使命。加强
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是近几年
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任
务和目标。此次“大国工匠”进
校园活动，为学校师生提供了
难得的直面大国工匠、感悟工
匠精神的机会，促使学校师生
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职业理

念、职业责任和职业使命，增强
践行工匠精神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对提高学校人才培养质量
有着重要的意义。

许朝山分别与三位“大国
工匠”签订《客座教授意向书》，
并为他们颁发聘书。

陈杰平、曹根基共同为三
位大国工匠的“大师工作室”揭

牌。三位工匠将不定期来校与
同学们面对面交流，让“工匠精
神”在学校传承下去。

“大国工匠”们还兵分三
路，前往相关专业的课堂，开展
现场教学，与同学们开展面对
面交流，手把手地传授技艺绝
活。李凯军围绕全国技能大赛
钳工比赛的内容开展讲解，并
畅谈行业趋势、人才需求和未
来愿景；郑久强为常州机电学
院模具技术学院的师生们讲授
了冶金工艺流程，讲解了“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郭玉全对高职
院校的专业建设和创新创业发
表了基于行业经验的独到看
法，为学子上了生动的一课。

靠技艺糊口不难，但是能
做到“工”还能达到“匠”，要看
技艺是否精湛。在一座难求的
大国工匠报告会现场，三位大
师分别结合自身的成长，讲述
了从业以来敬业、精业的事迹
和感悟，不仅生动诠释了工匠精
神专注执着、踏实坚定、一丝不
苟、精益求精等深刻内涵，而且
不约而同地谈到，工匠精神的养
成最终要靠爱国强国的拳拳之
心。他们希望同学们能勤学苦
练、精益求精，练就一身好本领
报效祖国。 （摄影 方南祺）

大学生科技报讯 （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沙爱红 王一
凡）由中国作物学会主办、扬州
大学承办的2018年中国作物学
会学术年会，10月15日在江苏
省扬州市召开。中国工程院刘
旭、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华
南农业大学刘耀光、中国农业
科学院王汉中、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赵春江等 10 位院士，以及
来自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生产
重点基地的 1300 多位代表，重
点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如何破
解农业发展“卡脖子”难题等话
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共同推动新时代我国作物科技
的新发展。

中国作物学会理事长翟虎
渠教授说，深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需要发挥好农业科技在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支撑引领作
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加快农
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科技自
主创新水平、成果转化水平，为
农业发展拓展新空间、增添新
动能，引领支撑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记者了解到，我国已步入
发展新阶段，党和政府把乡村
振兴摆在了国家战略的重要位
置，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良好
发展势头。但是，从我国农业
种植业来说，在向高效、高产、
高质量转型发展上，由于先进
农艺、先进智能化农业装备的
应用均为碎片化、零散化，已成
为我国稻麦生产机械化“卡脖
子”的重大难题，迫切需要加以
突破解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扬州大
学张洪程建议，政府要高度重
视从政策层面，引导农业生产
企业强化农机与农艺融合，形
成从种到收的智能化种植产业
链，建立完整的现代农业生产
新体系，创新中国农业高产高
效的种植新模式，达到农业生

产减排、减人、减耗，保障粮食
生产高产、高效、高质量发展，
全面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教授
告诉记者，近年来，扬州大学围
绕“卡脖子”的重大难题，发挥
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国家重点
学科优势，依托建立的教育部
农业与农产品安全国际合作联
合实验室、农业部长江流域稻
作技术创新中心、江苏省作物
遗传生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
点、江苏省粮食作物现代产业
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
台，研创的作物叶龄模式、作物
群体质量、水稻精确定量栽培、
作物源库流理论、水稻少免耕

抛秧轻简化栽培、超级稻机械
化栽培等成果，均在全国作物
大面积生产上得到应用。其
中，研创的多熟制地区水稻机
插栽培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成
果，如今已在苏、皖、鄂、赣等 4
省累计应用10077.1万亩，新增
稻谷 316.9 万吨，增效 127.3 亿
元。

江苏省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唐明珍介绍，江苏省委、省政府
对农业科技工作高度重视，省
领导多次强调要加强农业科技
与产业对接，着力构建适应现
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和
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不断提升

农业的物质装备与技术水平，
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增收
致富。2017 年以来，江苏省省
农委已分两批建成17个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集聚了 3000
余名科技专家投身建设，协同
攻关共性关键难题，强化协同
创新集成，不断提升产业技术
体系建设水平，形成一批“苏”
字头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成果，
促进全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每年递增1个百分点，增强科技
支撑农业绿色发展、转型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农业
插上科技的翅膀，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提供有力支撑。

以“作物科学与乡村振兴”
为主题的年会，搭建了一个高
水平、创新性、开放性、共享性
的学术交流平台，尤其是紧密
结合我国作物科学研究实际，
安排了大会报告、分会场报告、
研究生论坛、展览会、墙报等多
形式的学术与交流活动，并颁
发了第七届中国作物学会科学
技术成就奖、2018 年度中国作
物学会科技奖和优秀博士论文
奖，旨在鼓励中青年学者投身
到乡村振兴中去。

大学生科技报讯 （通讯
员 沙爱红 王一凡）备受作物
学领域关注的第七届中国作物
学会科学技术成就奖、2018 年
度中国作物学会科技奖和优秀
博士论文奖，在10月15日召开
的2018年中国作物学年会上正
式揭晓，并举行了隆重的颁奖
典礼。

其中，扬州大学杨建昌教授
和山东省农业科学作物研究所
刘建军研究员获得第七届中国
作物学会科学技术成就奖；京科
968等玉米新品种选育及大面积
推广、高抗优质超级稻恢复系雅
恢 2115 的创制与应用、大豆花
叶病毒病鉴定体系创建和抗病
品种选育及应用三项目获得
2018年度中国作物学会作物科
技奖；四川农业大学玉米遗传育
种创新团队获得2018年度中国
作物学会作物科技奖——创新
团队奖；小麦高产创建及系列模
式图和中国小杂粮生产技术普
及与推广两个项目获得2018年
度中国作物学会作物科技奖
——科普奖。同时，还有 11 篇
论文获得2018年中国作物学会
优秀博士论文奖。

据了解，中国作物学会多
年来大力宣传在创新科学技术
和普及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于
2006年设立了中国作物学会科
学技术成就奖，本奖项每两年
评选一次，为我国作物科技界
的最高奖项。

2018年度中国
作物学会奖评选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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