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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开办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时，我
们发现，教材的内容与种子产业发展差距
很大，教材上提到的很多技术已被淘汰。
这样的教材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怎么能满
足行业和企业的需要？怎么就业？”教材的
滞后一度是王海波的困扰。

为此，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专门组建
团队，对种子行业和企业进行深入调研，看
看到底现在行业和企业的技术发展到了什
么程度，同时，对正在使用的教材进行深入
研究分析，看看知识点落后在什么地方。

“深度调研后，我们决定自主开发一套
教材。这套教材要按照企业的生产任务、
工艺和技术标准进行开发。”王海波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这套开发的教材既是学生
‘一轮半’模式的实习指导手册，也是企业

员工的培训手册。这样一来，就实现了人
才培养和企业需求的完全契合和贯通。”

根据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就业及其
发展方向，以及对种子生产技术员、种子繁
育员、种子检验员、种子销售员等部门岗位
的分析，以核心能力和关键技能为中心，学
校组织的校企师资团队合作开发并出版了
符合岗位职业能力要求、地域特点和职业
教育理念的核心课程全套教材，包括《大田
作物制种技术》《蔬菜西甜瓜制种技术》《种
子质量检测技术》等 9 部。

值得称道的是，全套 9 门系列核心课
程，共有 113 名行业企业技术专家、职教专
家直接参与，部分教材直接由行业企业专
家担任主编。

因为填补了国内高职院校“种子生产

与经营”专业系列教材开发建设空白、率先
完整解决了该专业在高职院校中工学结合
教学教材短缺的问题，这套教材公开出版
发行后，广受欢迎。系列教材被全国 20 多
个省市 30 多家农业高职院校和部分本科
院校选用，100 多家企业更是把该系列教材
配备给企业员工作为技术培训手册使用。
2018 年，该系列教材获得职业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我就是这一系列教材的受益者，毕
业后，由于对种子产业领域的热爱，决定
自主创业。”已成长为新疆浩泰农业发展
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的 蒋 翠 说 ，“ 创 业 成 功
后，我们每年都会招聘一批该专业培养的
毕业生，他们都是‘一轮半’模式和新开
发教材培养出来的，这些毕业生能力强，
踏实肯干，热爱种子行业。系列教材和在
线课程也是企业员工身边的‘技术手册’
和‘专家系统’，对提升员工素质起到了
很大作用。”

教材开发怎样“抓”痛点

本报记者 胡若晗

10 公斤的高压装备，百
余米的高空作业，5 小时的高
强度工作——这是浙江省第一
名“90 后”女子高空走电线
工作者、中国首批特高压高空
走线女技术员高菲的工作写
照。

因对西部特高压工程、国
家电力事业发展贡献出了属于
青年基层工作者的青春力量，
前不久，高菲获得了 2023—
2024 年度“高校毕业生基层
就业卓越奖学（教）金”奖励。

缘起：基层工作敢为攀

回忆起入行的缘由，高菲
坦言：“这是一个平常的‘意
外’。”

高 考 填 志 愿 时 ， 高 菲 的
第一志愿是金融，因分数问
题被调剂到了浙江工业大学
的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后
来到了浙江省送变电工程有
限公司工作。

第一次上塔，眼见教官口
中“很矮”的铁塔足有 50 多
米高，所有学员都心里发慌。
当时，教官并没有对女性学员
做出硬性的上塔要求，但出于
好奇与不甘，高菲壮着胆爬了
上去。

踩在细细的脚钉上，才往
上爬了几步，高菲大腿就发
抖。“不行就下来吧，别硬往
上爬了！”听到教官喊话，高
菲不甘心认输，最终和女队友
互相鼓励着爬到了铁塔横担，
甚至超越了很多男同事。

事 后 想 起 来 ， 高 菲 说 ：
“第一次爬那么高的铁塔，我
也是害怕的。但下面那么多人
看着我，我相信只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剩下的路就会变得好
走。”

从教导队分流到各岗位时，高菲选择成为一名与“高空
作业”和“高危低温”相伴的高空电力巡线员，其工作是站
在导线上定期给线路做“体检”。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
高菲的理由很朴实：“特高压线路是电力传输的重要通

道 ， 其 安 全 稳 定 运 行 对 于 电 力 系 统 的 整 体 稳 定 至 关 重
要。”她进一步解释说，特高压线路的导线上一个小小的
毛刺、空鼓、划伤等，都有可能影响整条线路的运行。尽
管无人机的应用已经较为广泛，但细微之处还做不到完全
精准。

“高空电力巡线员能够通过人工走线，对线路进行逐条
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线路上每一个微小缺陷和问题，从而
确保线路在正式运行时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高菲说，“心
细、谨慎，正是我作为女性在基层工作、在高空领域中能够
发光发热的独特优势。”

奋斗：扎根一线创价值

高空电力巡线员是高危特种行业。每次作业，高菲都需
要装备 10 公斤设备负重徒手攀爬。“攀爬时，软梯会随风晃
动，我有种在云端行走的感觉。”高菲感觉自己像是长出了
一双隐形的翅膀。

“每次巡检，我都要双脚踩着导线，双手紧贴玻璃绝缘
子。手和脚之间的距离只有 30 厘米，我必须蜷缩着维持身
体平衡，脸向下匍匐前行。”在几百米的高空电塔上，高菲
通常一工作就是三四个小时，最长时达到 8 个小时。全程与
1100 千伏直流特高压工程亲密接触，这份工作的危险性不
言而喻。

“为了避免耽误时间、影响工作，我只能在爬杆前随身
携带空中餐，即使口渴也不能喝太多水。”长时间、高强度
的工作，是信念支撑着高菲默默承受着这一切的苦与累。

2017 年 12 月，高菲负责到甘肃省白银市准东—皖南±
1100 千伏直流特高压工程项目上检查线路。高菲说，那是
最令她难忘的一次施工。

“铁塔建在两岸山顶上，导线离河面有 300 多米，最大
的困难就是冷。”冬天的白银山区，户外气温已经接近零下
20 摄氏度。为了尽可能保持身体灵活，高菲不敢多穿厚衣
服。

寒风和冷空气冻得高菲脸颊通红，嘴唇发紫，手脚发
麻，需要在导线上来回走动才能保持体温。但想到能为世界
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距离最远、导线截面最大、技术水平最
先进的特高压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不管再高的走
线，我就没腿软过。”高菲自豪地说。

展望：秉承初心守热爱

起初踏入这一行时，高菲的身边充满了担忧与质疑。一
个女孩子能胜任这样高强度的危险作业吗？为什么要远离家
乡，选择一份风吹日晒的基层工作？

面对人们的不理解，高菲总是淡淡地回答道：“让自己
有满足感、有成就感的，就是我心中的好工作。”

如今的高菲，已经从一线技术员转到了采购管理岗位，
负责公司工程项目物资和服务采购工作。但回忆起“高空电
力医生”的工作经历，她从未后悔。

“在一线，我接触、学习到了更为全面的技术，这段经
历为我的职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更好地支撑起了我现
在的工作——为更多的一线技术员保驾护航。”国家电力事
业的发展，正需要像高菲一样来自不同岗位的基层工作者们
默默奉献，才能有更加长足的进步。

“成为更好的自己，也为更好的热爱。”高菲始终坚守初
心，默默创造着属于基层工作者的价值，“脚踏实地，把平
凡的工作做好做精，就能不断突破自己，奔赴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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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业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背一个专业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背后后
本报记者 蒋夫尔

“ 毕 业 后 ， 我 选 择 了 创 业 ， 企 业 从 一 粒
‘种子’长成一棵‘大树’，得益于学校开创的
‘一轮半’人才培养模式。”日前，回到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大学校园，毕业生蒋翠在座谈会上
分享道，“我们这个专业的学生，都是按照农
作物种植和生长规律培养出来的，庄稼的品质
都深深根植在我们身上。”

2024 年 10 月，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升
格为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新疆第一
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在该校获批的首批 5
个 本 科 专 业 中 ， 位 列 第 一 的 是 现 代 种 业 技
术。该专业的成功获批，得益于该校的“金
牌”高职专业——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记
者了解到，该专业先后三次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二等奖，这奠定了其在新疆高校同类
专业乃至整个行业中的影响力。一所西部高
校的专业缘何能够三获大奖？日前，记者专
程来到该校进行了采访。

“ 告 别 了 ‘ 黑 板 上 种
田’，我们跨出校门来到田
间地头，体会四季变迁，和
农作物一起经历风霜雨雪，
一起成长。”毕业生姜辉回
忆起当初在田间地头的学习
生活，感慨不已。

产教融合如何在深度上
下功夫，一直是职业院校关
注的课题之一。新疆农业职
业技术大学用一个“重”字
作出了回答。

顶岗实习是最重要的一
个环节。与一般常说的顶岗
实习不 同 ， 该 校 根 据 种 业
企 业 的 需 求 ， 对 种 业 的 生
产 技 术 、 岗 位 特 征 、 种 子
生 产 规 律 、 季 节 规 律 、 学
生 成 长 规 律 等 ， 进 行 深 入
分 析 ， 对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进
行 了 整 体 重 构 ， 对 课 程 体
系 进 行 了 全 面 调 整 和 优
化 。 重 构 过 程 中 ， 学 校 探
索 出 “ 一 轮 半 ” 人 才 培 养
模式。

何为“一轮半”人才培
养模式？新疆农业职业技术
大学副校长王海波介绍，在
高职学生三年学习期间，有

一个生产季节，正值学生的第四、第五
学期，是在田间地头和种子生产企业里
完成学业的。在种子生产企业的田间地
头完成“一轮”生产季节学习任务后，
学生返回学校，教师再对其在企业学习
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不足进行分析和讲
授，让学生获得最新知识和技能的再提
高。第六学期，学生进入毕业季，开始
找工作，这个时候，学生再次进入种子
企业进行“半个生产季节”的学习。与
此同时，企业与学生签订就业协议，学
生以企业员工的身份继续完成剩下季节
生产任务的学习。

“这样一来，顶岗实习和就业实现
了无缝衔接。”王海波说，“一轮半”人
才培养模式采取项目化教学方式，所完
成的生产任务全部按照企业的生产标准
进行确定。同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等也随着工学结合和产教融合模式进行
了一系列改革。

如今已经成长为新疆九圣禾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棉花研究院院长的姜辉，当
初顶岗实习的岗位是技术员，从播种到
收获，整整一个棉花种子生产季节，姜
辉都完整经历。“虽然辛苦些，但确实
锻炼了自己，更重要的是真正学到了
生 产 一 线 的 知 识 和 技 术 。” 姜 辉 说 ，

“从对人生的影响和事业发展的贡献度
来看，回想起来，当时吃的苦都是值
得的。”

“真实环境，真实身份，真实生产
过程”，2009 年，该校探索出的种子生
产与经营专业“一轮半”实践人才培养
模式系统化设计与建设成果，荣获高等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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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 我 拥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蔬
菜、西甜瓜新品种达 10 个，有 4 个新品系
参加国家 DUS 测定，在吐鲁番地区推广面
积达 2 万余亩，产值达 1.5 亿元。”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大学设施农业研究所所长陈远
良，依托学校基地，长期耕耘农业品种选
育，2019 年获得“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
个人”称号。

像陈远良这样深入产业腹地、破解产
业和企业发展难题的例子，在新疆农业职
业技术大学不是个例。

按照新疆产业布局特点，从 2007 年
开始，学校陆续建立起新疆特色林果业、
草原畜牧业、设施农业和现代农业四个示
范培训中心，设立阿克苏、喀什、伊犁、
阿勒泰、塔城、吐鲁番、东泉和榆泉八个
基地，从而构建起覆盖南北疆、涵盖农林
牧的“四中心、八基地”服务“三农”发
展的网络，搭建起了农业类专业融入产
业、深化人才培养工作的平台。

“ 基 于 ‘ 四 中 心 、 八 基 地 ’ 这 一 平
台，学校农业类专业得以创新机制，深入
行业和企业腹地开展深度服务。”新疆农

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主持行政工
作 的 副 校 长 杨 贵 泉 说 ， 学 校 融 合 “ 政 、
行、企、校、研”各方力量，升级和发展
了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理念：专业办学主体
由学校一方到产业多个相关利益方；人才
标准制定和人才培养工作、生源组织和就
业成为产业组织行为，专业成为产业发
展、人力支撑的重要部分。

“新疆种子工程学院”，就是在这一平
台上结出的硕果。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依托“四中心”
中的新疆现代农业示范培训中心，以及“八
基地”中的东泉和榆泉两个基地，联合自治
区种子管理站、农科院及华西种业等 100
家企事业单位，于 2012 年组建“政、行、校、
企”合作办学的新疆种子工程学院，实行校
董会管理体制，由会员企业自愿出资 100
万元设立专业发展基金。

为更好实现新疆种子工程学院服务企
业的目标，学校还投入 3000 万元建成中国
以色列旱区农业示范培训中心，用于农作
物种子生产、种子种苗良种繁育科研和生
产等生产性实训项目实训和培训。另外，

还建成 8 栋温室近 5 万平方米种苗繁育实
训基地，可全年开展种苗繁育，同时开展农
作物种子生产及相关实训和培训。

“截至目前，先后有 500 多名学生到
种子工程学院的实训基地进行实训和学
习，就业率达 100%。学生顶岗实习后，
直接在企业就业，大部分毕业生短短两三
年时间便成长为企业骨干。新疆种子工程
学院也成为教师服务产业和企业的大平
台，先后有 50 多人次参与服务，并在服
务 产 业 和 企 业 的 过 程 中 实 现 了 专 业 提
升。”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种子工程教
研室主任杨梦娇说。

得益于合作办学的优势，种子学院教
师齐士发得以第一时间了解企业需要和产
业发展趋势，他推广小麦高产栽培技术，
实现了小麦大面积亩产超 800 公斤的高产
纪录，还筛选出优质小麦品种 3 个、鲜食
玉米品种 3 个。因为成果突出，2023 年他
顺利晋升为教授。

“四中心、八基地”使“专业跟着产
业走，教学跟着生产走”的理念创新落
地，有效推动了校企合作深度融合、良性
发展，2014 年“四中心、八基地”深化
农业类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获得职
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服务产业如何“入”腹地

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背后是否还有
其他“秘密”？

“这与我们拥有一个创新能力和科研
能力强大的教师团队分不开。”采访中，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建
荣，对记者一口气说出了一长串专家的名
字 ，“ 玉 米 种 植 专 家 王 新 燕 ， 西 瓜 、 甜
瓜、蔬菜育种专家陈远良，棉花专家宋
武，棉花高产推广专家陈志⋯⋯”

这些名字，在新疆种子产业界都是响
当当的金字招牌。

专业强，关键在师资“强”。这是专
业发展的立足之本、动力之源。

“‘引、培、兼、评’并举的师资队
伍建设机制，是学校建强师资的关键一
招。”李建荣介绍，为了给人才搭建施展
才干的舞台，学校努力栽好“梧桐树”，
与企业合作投入 7400 万元资金，共建 16
个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从而形成了

“实用技术研究+成果推广转化+实训教
学+创新人才培养+技术技能培训”五位一
体的产学研联动新机制。

宋武就是受这一机制的吸引，从企业
来到学校工作的。“我到学校后，既利用在
企业工作时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又结合
学校的丰富资源做研究，同时，还能利用
学校平台进行成果推广转化。在带领学生
一起攻克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助推了学
生成长。”如今，他已是现代种业工程中
心负责人。

在师资培养机制上，新疆农业职业技
术大学也有创新。

中国农业科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
与学校只有一路之隔。一方面，中心派出
大量科研人员进入学校任教。“中心研究
人员带着最新的农业高新技术走进校园，

站上讲台，把新知识和新技术教给学生，不
仅让学生还未走出校园就掌握最先进的农
业技术，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校教师。”
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副主任贾金龙说。

另一方面，中心的每个创新团队都吸
纳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作为科研骨
干，每位教师再带 20—30 名学生参与到
全疆的棉花高产、棉花育种等方面的项目
科研和技术推广中，开创了高技能人才培
养新模式。

科研机构、企业和大学校园之间的破
壁之举，推动建成了一支响当当的品牌师
资队伍。目前，学校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
教学团队共有 17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
授 11 人、专兼职行业专家 11 人、能工巧
匠 10 人。团队 2020 年还被评为“全国高
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 学 校 种 子 生 产 与 经 营 专 业 三 获 大
奖，并非偶然。从产教深度融合，再到服
务产业和企业发展，该专业始终坚持把专
业办在产业里，把人才培养融入产业中，
产教融合带来的成果是令人欣喜的。”新
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徐耀宗说，
下一步，学校将更加紧密跟随和引领产业
发展步伐，不断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
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发展需要的适配
度，全方位打造高水平本科层次职业技术
大学，为新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区提供技术和人才
支撑。

队伍建设怎样“强”品牌

1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师在指导学生

认识种子的不同特点

。

（资料图片

）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在生产性实训基地开展实践教学。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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