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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5月 11日摘取 2017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工业分析检验”赛项
团体一等奖之后，在 6月 5日的“化工生
产技术”赛项中，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又一举摘得团体一等奖桂冠。

高水平赛事成绩的取得，是江西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近 60年来以技能立身、以
质量立校办学成果的荣耀展现。

在省国土资源厅的正确领导下、在省
教育厅、赣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
学校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14年
成为国家百所骨干高职院校，并被确立为
江西省 7所应用技术型本科人才培养试
点院校；2015年确立为全国100所现代学
徒制试点高职院校之一（江西仅 2 所）。
2016年确立为国家优质高职院校立项建
设单位（江西仅 6所）。学生创新创业成
果入选全国典型案例，是江西省唯一入选
的高职院校。

当前，学校上下正凝心聚力创建国家
优质高职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增强服务区域社会贡献力。

以赛促学 以赛促教
教学做一体化，学训赛相衔接

张冬梅，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材料
学院教师，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

“工业分析检验”赛项“金牌导师”。在张
冬梅看来，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锤
炼的并不是一两名参赛的学生，而是对该
专业的全体学生都进行了一番锤炼。“从
第一轮理论选拔开始，到为期两个月的强
化训练，经过了海选和层层选拔的过程，
所有对口专业的学生都在这个过程中得
到了提高。”

“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的技能水
平在备战比赛的过程中有了质的飞跃。”代
表学院参加此赛项比拼获得团体一等奖的
学生郭丽表示：“现在回过头去看以前的技
能水平，就像做完了高等数学再回过头做

小学算术一样。”
而这种技能并非纸上谈兵、脱离实践

的技能，“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赛项内
容，都是根据企业岗位和国家标准制定的，
其操作直接与生产对接。正因为如此，获
奖学生往往成为企业争相预订的‘香饽饽
’，很多企业一看比赛结果出来了，就开始
找我们‘下聘’要人。”张冬梅说。

为了全覆盖地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达到“人人有知识，人人有技能”的教学目
的，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全面实施“职
业技能达标制”，制定了17个职业技能培
养方面的制度文件，常年举办“职业技能
活动月”“学生职业技能大赛”和青年教师

“专业实践技能达标”等活动，实现了“专
业全覆盖，师生全参与”，初步形成了“面
向人人”的特色职业教育教学模式。

2013 年至 2016 年，学校参加国家和
省级职业技能竞赛获奖589项，其中获国
家级项目 204项（包括国家一等奖 56项、
二等奖71项）；省级项目395项（省级一等
奖106项）。

“以赛促学，‘赛’是手段，‘学’才是目
的。”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副校长陈传
胜说：“学生通过参加职业技能各项赛事，
可以系统地梳理学过的专业理论基础，针
对性地加强专业实践技能，达到学习的效
果。同时，对于老师来说，不但要以赛促
学，还要以赛促教，通过指导或参加技能
竞赛，不但学习专业最前沿的知识与技术

技能，弥补能力短板，还要将技能竞赛的
先进理念和知识技能植入课程体系，开展
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教学做一体化，学
训赛相衔接’的教学模式改革，致力于提
高学生的职业技能。”

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6月 6日，寻乌县人民政府与江西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双
方有望在进一步深化校地合作、联合开展
人才培养培训以及在机电产业重点领域
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开展校地合作，只是江西应用技术职
业学院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方面。近年
来，学院主动出击，面向世界开放办学,主
动走入上市公司、大中型龙头骨干企业，
找准契合点，寻求校企合作，建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探索出基地共建、校校合作、
项目合作等多种国际合作办学新路径。

该校先后与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成立了“中德诺浩汽车学院”，全
面引进本土化改造的德国汽车行业课程和
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与深圳讯方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讯方通信学院”，培
养信息安全技术与计算机通信专业学生；
与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开展农村土
地整理项目，并建立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
发展培训中心赣州培训基地……

与此同时，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还
坚持走产学研结合之路，成立了立达科技
开发总公司、测试研究所、国土资源勘察
规划院三个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办企业，拥
有 14项技术服务资质，构建了国土资源
行业特色鲜明的产学研一体化技术服务
体系。

学校地质找矿、测绘工程、土地管理、
电子信息等专业办学历史悠久，新能源汽
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分析、电子商
务、物流管理、会计电算化等专业发展迅
猛，学校还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校地合

作增强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专项行动的实施方案》，积极对接赣州市
中国制造 2025 示范城、新能源汽车科技
城、中国稀金谷、赣粤电子信息产业带等
重点产业，深化校地合作，将专业课程对
接产业发展，招生就业对接区域需求，实
训实战对接生产一线，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为江西省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培养大
批适应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试水本科 彰显应用
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线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将“学训赛创
一体”应用于技术型本科人才培养，为学
生“兴趣提升为能力、特长发展为职业”搭
建平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了
学生职业能力。

2017年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
国际交叉学科建模竞赛（统称为国际大学
生数学建模竞赛）成绩于近日揭晓，江西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应用型本科生吴斌、万
绍蒙、林振峰参加了该项赛事，在包括来
自美国、中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世界
各国参赛队伍8000余支、共计24000余名
大学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二等奖。

在2016年举办的“高教社”杯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由该校与江西理工
大学联合培养的应用技术型本科学生，共
获得全国一等奖2项、江西省二等奖2项、

江西省三等奖1项的好成绩，获奖成绩位
居全省高校前列。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作为我省首
批7所试点高职院校之一，与同处一域渊
源深厚的江西理工大学密切合作，就人才
培养、课程体系、教育教学、学生管理等方
面，结合两校特色，强强联合共同探索应
用技术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试点项目从 2014年开始至今实施连
续招生，选择了3个重点和特色专业为试
点专业，现有地质工程、工程造价、测绘工
程 3 个专业，8 个班级，在校生达 290 名。
试点专业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实践教
学体系，重点培养学生应用技术技能、分
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

本着“共赢互惠”原则，各试点专业
还与江西、安徽、福建等省近 40 个单位
建立了紧密的校企合作关系，签订了相
关协议，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外实训、
就业“双基地”，形成了依托企业、校企
合作、产学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互动共赢的校外实训基地运行长效机
制，满足了学生顶岗实习和就业、教师
锻炼和科研等要求。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江西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陈庐生表
示，“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换代的时期，迫切需要数以亿计的工程
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
今后，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将持之以
恒地抓好职业技能培养，加强内涵建
设，促进国家优质高职学院的建设。”

(张武宏 谢若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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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做一体化教学做一体化，，学训赛相衔接学训赛相衔接““的教学模式改革让学生上岗就能上手的教学模式改革让学生上岗就能上手。。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学生参加职业技能大赛

65.5%的森林覆盖率，常年保持 II类标准的赣江水质，国
家Ⅰ级标准的空气质量，100%达标的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
质……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近年
来，峡江县实施生态化战略，积极守护绿水青山，亮丽的风
景、良好的生态，让这个赣中小县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源头治理 留住一江清水
“以前村庄前后到处‘彩旗’飘飘，秋冬季节骑摩托车回

家，总有农膜缠到车轮里。自开展农田残膜回收工作后，田
间地头干净多了！”5月 23日，砚溪镇黄金江烟叶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胡德颂正在清理腾空仓库，为农田残膜回收作准备。

地膜是确保烟叶高产稳产的“功臣”，其残留物却也因无
法降解而日益危害农业和农村环境。峡江县如不进行处理，
将有19万公斤地膜残留在田地中缓慢降解，不断溶出有毒物
质，对土壤、河流环境造成长年累月的破坏。去年以来，该县
全面推行“河长制”，开展“农田残膜回收”工作，回收后的残
膜统一供给塑料制品厂再利用。去年一年，全县回收农田残
膜18万公斤，烟田残膜回收率达94.8%。

该县坚持水域陆地同步推进，联合水利、环保、国土、城
建、烟草、海事等多个部门开展专项行动。一年来，该县累计
关停禁养区猪场 525个、拆除栏舍 9.4万平方米，解除水库承
包、退出养殖合同 20座，在赣江峡江段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鱼
苗 1800万尾。据水质监测结果显示，“河长制”实施以来，赣
江峡江段水质总体保持 II类水标准，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100%达标，小二型以上水库水质明显好转。

植绿护绿 建设生态银行
近年来，峡江县坚持把生态建设、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生态立县的总体要求，着力打造林下经
济产业，走上了以生态促产业，以产业保生态的良性发展道

路，先后获得全国造林绿化百佳县、全省绿化先进县等诸多荣誉。
该县大力推进城区、乡村绿化，积极开展“森林城乡、绿色通道”建设及“森林十创”活动，高

标准打造了一批精品景观绿化工程。同时，该县大量引入花卉苗木公司与中药材加工企业，
带动农户发展乡土绿化树种，并采取“公司+农户+基地”模式，结合林下经济重点发展县项目
建设。截至目前，全县共发展花卉苗木面积733公顷，中药材种植年产值达2200万元。

城乡共建 守护碧水蓝天
“80个塑料袋换一瓶洗洁精、30节废电池换一盒牙膏、20个矿泉水瓶换一块肥皂……”

戈坪乡白沙村新设立的“垃圾兑换银行”得到村民们的支持，大家纷纷将自家平时随手乱扔
的废旧物品收集起来，前来兑换日用品。

为解决“垃圾围村”问题，去年以来，峡江县大力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投入2500余万
元，建设县级垃圾渗滤处理场、垃圾压缩站，并统一配置农村垃圾转运车、垃圾收集桶，以

“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模式，实行垃圾统一转运处理。同时，该县率先试点
推行“无动力厌氧+人工湿地”模式，实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态疗法”，大力推进河道
清障行动，严厉打击涉水环境违法行为。去年，全县共清理河道11条、垃圾21万吨，清淤
疏浚73.4万立方米，拆除沿河违建面积4.5万平方米。

如今的峡江，“生态城镇”“生态农村”“生态工业”已不再是概念符号，而是实实在在
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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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五时，乐安县增
田镇瑶前村炉下村小组村民
黄富荣便匆匆赶往养殖基地
给鸭子喂食，并顺道去附近
的水稻田里看看有没有水；
吃过早饭，又赶到烟叶田里
给烟叶打顶；正午时分，他又
顶着炎炎烈日赶往位于山坳
里的养牛基地，给牛添加些
食盐……

黄富荣虽然每天忙得不
可开交，但他觉得值。看看
长势喜人的烟叶和一头头膘
肥体壮的黄牛，他心里开始
盘算着今年的收成：“今年，
我想再偿还六七万元借款，
争取早日把欠下的 30 余万
元债务还清。”

一个这么能吃苦耐劳的
中年汉子，为啥会欠下巨额债
务呢？在采访中，黄富荣讲述
了自己过去遭遇的不幸。

原来，今年刚过50岁的黄
富荣本拥有一个幸福之家。
2013年10月，他妻子突然患上
了极为罕见的红斑狼疮性肾
炎。花费了各种医疗费用40
余万元后，妻子仍不幸病逝。
还欠下了30多万元债务。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黄
富荣的不幸遭遇也牵动着当
地镇村干部和“连心”小分队
干部的心，挂点帮扶干部多次
上门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鼓
励他振作起来，开始新的生

活。针对他家的实际情况，
2015年，村里将他列为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给予重点帮扶。

“输血”不如“造血”。为
帮助黄富荣尽快脱贫，挂点
帮扶干部动员他发展烤烟、
肉牛等特色种养产业。2015
年，在村干部的动员帮助下，
几名朋友帮带着他合伙在山
上放养了 100余头黄牛。平
时，他负责看管放养，除了每
月可领到 1200元工资外，卖
了牛后还可以分红。

“我原来耕田都不会，是
村委会的刘主任手把手教我
耕田；没有资金，县委宣传部

‘连心’小分队干部帮我协调
了 9 万元小额贴息贷款，用
于种植烤烟；不懂技术，村里
特意安排 2名种烟能手与我
合伙种植；为方便种烟，村里
还出资 4万多元帮助修建了
500多米的机耕道……”谈起
这两年各级干部的帮扶，黄
富荣如数家珍。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采访中，黄富荣给我们算
起了他家 2016年收入账：60
亩烟叶三人合伙种植，每人
纯收入 4 万多元；60 亩水稻
每人又可收入1.5万元；再加
上放牛工资一年1.4万多元，
一年总收入有 7万多元。除
了开支，去年，他偿还了 6万
元外债。

樟树市洲上乡是远近闻名的“养
猪大乡”，被列为樟树市唯一全面禁止
生猪养殖的乡镇。去年6月底前，全乡
1789户、总面积 40余万平方米的养猪
场全部被拆除或关停。

不养猪了，该做什么？这是洲上
乡生猪退养户面临的难题。一年快过
去了，记者在洲上乡采访发现，不少生
猪退养户已经端上了“绿饭碗”。

全面实施禁养后，蒋家村养猪大
户蒋文洛放弃干了5年的生猪养殖业，
于今年 1月成立了洲上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承包了1000余亩农田，投身
中药材种植业。

“以前养猪收入可观，但污染环境。
现在洲上环境变好了，闻得到花香，闻不
到臭粪味了。”蒋文洛说。洲上土壤含沙
量高且沙质细腻，特别适合枳壳、车前
子、知母等中药材生长。该乡因盛产红
橘而被誉为“红橘之乡”，大多数农民有
栽种柑橘和枳壳的经验。

“洲上种植中药材有先天优势，政府
还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更加坚定了我
发展中药材种植业的信心。”蒋文洛信心

满满地说。前不久，他从江苏连云港聘
请了中药材种植专家来助一臂之力。

在袁家村一处农田旁，记者见到
了蒋文洛聘请的中药材种植专家孙西
平。她正在指导80多名农民移栽中药
材知母。孙西平说：“我是今年 3月到
洲上乡的，以技术入股，今年将移栽知
母100亩。”据介绍，每亩知母平均年产
值约为5000元，远远高于种植花生、水
稻等农作物。

目前，该公司以种植枳壳为主，现
已栽种枳壳200余亩，林下套种花生等

农作物，可以保证前期收入。蒋文洛
说：“现在政府提倡发展绿色经济，种植
中药材不仅比养猪环保，还更有前景。”

洲上乡党委书记陈新胜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该乡通过土地流转、大户示
范、政策扶持等方式，大力推广“公司+
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引导生猪退
养户就地转产转业。目前，全乡创建
了 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涵盖枳壳、车
前子、青皮冬瓜等多个特色种植产业，
共吸收800余退养户入社，占全乡退养
户总数的45%。

生猪退养户端上“绿饭碗”
敖向徐 本报记者 邹海斌

本报南昌讯 （记者殷勇）近日，南昌
龙腾万里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与北京通用
航空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通过合作，双方将携手拓展直升机
和无人机销售、飞行驾照培训、直升机
（6S）体验中心建设、低空旅游市场开发等
领域，快速做大做强南昌乃至全省的通用
航空市场。

我省作为航空资源大省，拥有完整的

航空产业体系，具有发展通航产业的独特
优势和良好基础。因此，随着产业相关利
好政策陆续出台，江西民营通航产业的春
天已经到来。南昌龙腾万里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利用深厚的相关
行业背景、强大的市场整合营销能力、省内
最大的旅游电商推广平台以及优质的媒介
资源等优势，致力于提供创新、专业、个性
化的航空产业服务。

南昌通航市场迎来强强携手
本报新余讯（通讯员吴红忠、刘斐、倪菁）

“欣欣荣公司不嫌弃我年纪大，不嫌弃我儿子有
残疾，安排我们工作，每月收入5000多元，日子
好太多了。”说起村里人付小华带领周边村民种
植蘑菇致富的事，新余市渝水区下村镇袁家村
塘里小组贫困户付美圣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近年来，该区在精准扶贫攻坚中，积极动
员组织非公经济企业和人士参与，通过产业扶
持、资金扶持等方式，实施“一村一业”，着力帮
助贫困村、少数民族村发展产业，加快农民群

众脱贫致富步伐。同时，因地制宜在帮扶村建
设一批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引导带动贫困户积极加入专
业合作社组织。

该区还加强资金和技术支持，为群众提供
生产援助资金、信贷担保、贷款贴息，帮助贫困
村和贫困户发展产业，并充分发挥人才、技术
等方面优势，指导贫困村开展实用技术、生产
技能、经营管理培训，提高其自身发展和参与
市场经济的能力。

黄富荣还债记
邹春林

渝水引导非公企业参与精准扶贫

6月6日，江西惠昌电力有限公司4万平方米光伏发电项目进行最
后的调整，进入生产发电阶段。该公司在厂房屋顶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每年大约可发电400万千瓦·时，减碳3600吨。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光伏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