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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依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对接产业群，调

整完善专业群，推进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培养创新型发
展型复合型人才。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专业群，自2012年起
每年进行一次专业调研，分析行业产业现状，对接产业结
构及时调整专业群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全面推进专业建
设和课程改革。专业群先后立项为山东省特色专业、中央
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项目立项建设专业、山东
省技能型特色名校重点建设专业等，《PLC系统设计与调
试》等3门专业群共享课程立项为山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2位专业教师在山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教师赛
中获得一等奖，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成果显著，参加山东省
机电产品创新设计大赛获得一等奖7项。

广告

□王桂利 杨宇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月1 9日，山东农业大

学、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管委会、东营市人民政府、山东省科技
厅在东营签署共建山东农业大学国际现代农
业科教基地合作协议，并举行科教基地建设
推进会。这标志着山东农大国际现代农业科
教基地正式落户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下称黄三角农高区）。

黄三角农高区2015年10月获国务院批复
设立，是全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总面积
约350平方公里。

“在黄三角农高区建设国际现代农业科
教基地，是学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拓展办
学空间、履行责任使命的重大机遇，更是创
新发展理念、集聚科教优势、推动山东现代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山东农大党
委书记徐剑波对记者说，学校将与相关部门

协同，着力打造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创
新创业、成果转化、社会服务、国际合作、
文化传承为一体的创新型科教基地。

据介绍，山东农大国际现代农业科教基
地位于黄三角农高区核心区，规划占地5230
亩，其中一期提供土地4600亩，二期提供土
地630亩。该基地将围绕国际国内现代农业
的需求，重点建设现代农业、盐碱地综合开
发与利用、海洋与水产科学、草业与生态等

方面的学科，并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
中外合作办学的方式培育新的办学增长点。

山东农大将按照国际现代农业科教基地
的定位和需求，探索管理运营体制机制创
新，按国际先进、国内一流的标准，建设绿
色环保、节能高效、人文和谐，集生态化、
智慧化为一体的科教基地。目前，基地建设
工程已经启动，完成后将满足1万名学生实
践实习及创新创业的需要。

山东农大农业科教基地落户黄三角

□路静 刘晓平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
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
的敬业风气”的要求。作为培养生产、管理、建
设和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高职院
校，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在整个校园文化
建设过程中以弘扬工匠精神为主线，着力建
设“精工匠心”品牌文化，形成具有工院特色
的校园文化品牌和体系。

突出“两个结合”，打造工院特色文化
载体

学院将校园文化与产业、企业、职业文化
相结合，建立了内容覆盖课堂教学、课外活动
和社会实践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以实施科
技创新、文化素质教育为基础，学院把以“精
雕细琢、精益求精”为内涵的工匠精神与“善
德志和，精工铸艺”的校训精神结合起来，不
断提升师生的人格、气质、修养等内在品质。
为增强学生对专业文化的认同和融入，学院
以氛围营造、榜样选树、场所设计、讲座交流
为载体，推进优秀企业文化、职业文化进校
园、进课堂，以校园文化培育职业精神，树立
学生们的信心和决心，提振其“精气神”。

校园文化与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
合。学院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以
传统文化学院为依托，充分挖掘齐鲁文化与
泉城文化的深厚人文底蕴，将大舜文化、齐鲁
名人文化、龙山民间技艺传承，作为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学院进行了以
儒家经典为主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大舜文化
为主的道德教育，以泉文化、清照文化、朱家
裕等老城区古建筑为主的地域文化教育，以
剪纸、手绘葫芦、刺绣、传统服饰制作等为主
的民间文化教育，以“高雅艺术进校园”系列
活动为主的审美文化教育。同时，学院营造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涵育师生文明素养的氛围，
建设工匠坊，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建
好“海右讲堂”“名士讲堂”，开发适用于高职

院校学生，可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的传统文
化校本课程，以打造“工院文化”载体。

实施“三项融入”，夯实工院特色文化
根基

学院实施“精神融入、项目融入、实践融
入”，工院特色文化根基得以夯实。加强校园精
神传承，大力挖掘和弘扬工匠文化。学院以“善
德志和，精工铸艺”的校训精神认同为宗旨，进
一步凝练工院文化的内涵。通过征集校歌，形成
学校形象识别“三个手册”（理念手册MI、视觉
手册VI和制度手册BI），开展“诠释校训、回眸校
史、传唱校歌”系列活动，使校园精神成为广大
师生的核心价值追求，真正做到了“品于行”。

另外，学院还以“双创”项目为切入点，培
养敢于创业、善于创新的学生“双创”先锋；以校
内外各类职业技能竞赛为平台，以赛促训、以赛
促学，锻造职业技能标兵，使学生真正做到“精
于工”。创客空间、微客课堂、民艺工坊、陶艺工
坊等实践培育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创
业热情，完善了其职业生涯规划，使学生真正做
到“匠于心”。学院开放立体的培育模式，将多样
化的主题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培育计划中。

落实“四大行动”，提升工院特色文化
品质

通过元素植入的方式，学院以环境提升
行动打造“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相
融合”的文化主题区。以环境美化、场馆建设
为主，学院加强校园场所“工院精神”元素植
入，完成了融齐鲁名人、泉城特色、学校历史
为一体的校园景观提升工程；学院6号实训楼
是省内一流的全装配工程项目，以“工”字为

主，建有“梦想园、企园、匠园、镂园”4个工匠
精神主题公园，“精工匠心”元素的植入，使之
成为融专业教育、实验实训、职业精神塑造为
一体的实体教学建筑群范例。

学院注重专业教学和技能竞赛，并积极
开展职业技能培养，通过技能锤炼，提高职
业文化育人效能。从教师、学生和社会三个
层面入手，学院组建“名师宣讲团”“优秀校友
宣讲团”“海右名匠·名师团”，进行榜样选
树，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而“讲述工院好
故事，唱响工院好声音”等一系列把工院文化
精髓和“工匠精神”落到实处的活动，构筑了
工院“校内+校外，线上+线下”的文化阵地。

环境提升、技能锤炼、榜样选树、阵地构
筑行动提升了工院的特色文化品质。

助力“五星成长”，培育工院特色文化
品牌

学院制订了“五星成长”校园文化品牌活
动体系，启动了“第二课堂成绩单”，以“立德
树人”为核心，依托“项目制”“导师制”“学分
制”三个机制，打造“工院梦”等15个品牌活
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活动中，形成
具有工院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和体系。

“工院梦、工院net、工院星”，是学院为实
现理想信念培养目标专门打造的。紧紧围绕

“学党史、铭党恩、知党情、跟党走”主题，
“工院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工院net”则发挥新媒体对当代大学生
思想引领作用；开展“励志之星”“学习之
星”“奉献之星”等系列评选活动，“工院
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为实现道德品质培养目标，学院打造了
“工院规、工院情、工院师”文化品牌。创建文明
个人、文明宿舍、文明班集体，“工院规”提
高了学生的文明素养；“工院情”组织广大青
年志愿者走进企业、农村、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开展“感念师恩”教师节庆祝活动、
“大学生我最喜爱的老师”评选活动，“工院
师”增进了师生情谊，并发挥教师人格的力量。

“工院说”是校园文化活动品牌。学院邀请
校内外传统文化专家进讲堂以传承优秀文化；
采取“读”“宣”“赛”“写”“研”“践”的形
式深入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工院韵”推
进了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的传播。“工院杯”通过
辩论赛、演讲比赛等各类活动加强文化修养。这
三项品牌活动实现了学院文化修养培养目标。

身心健康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培养目
标。学院开展“5·25”心理健康系列活动，
心理剧DV大赛、“拥抱春天，与梦想齐
飞”风筝节等活动，打造“工院心”品牌；
举办校园歌手大赛、篮球赛、足球赛、趣味
运动会等活动打造“工院杯”品牌；开展文
明宿舍创建活动，“工院family”将学生公寓打
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

“工院智、工院行、工院club”实现了
学院的综合能力培养目标。举办大学生科技
文化节、大学生科技创新成果展，“工院
智”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打造家电维
修、文艺下乡、乡村调研、传统文化进社区
等品牌活动，“工院行”增强了学生的社会
实践能力。通过星级社团评选和社团文化
节，“工院club”引导着学院社团的发展。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弘扬工匠精神

建设“精工匠心”品牌文化

□ 责任编辑 张西可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大力

推进智能制造专业群建设

□记者 王桂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国内首个学前教育

博物馆暨虚拟仿真综合实验室在山东英才学院建成，1月
20日正式运行。该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学前教育博
物馆，这是继2015年学前教育国家级实验教学中心建成
后，山东英才学院在该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

国内首个学前教育博物馆

建成运行

□刘祥泽 报道
1月11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卡

拉奇市，参加“巴基斯坦——— 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洽谈
会”。学校与马方10所高校和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涉及
学生留学、课程建设、师资支援等，与另外7所院校和机
构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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