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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愿

12月3日，2024在常高校传媒沙龙
暨《常州晚报·大学版》创刊10周年座谈
会在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
常州大学、常州工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等17所在常高校的宣传骨干、代
表以及常州市教育局相关领导齐聚一
堂，广开言路，为高校宣传、《常州晚报·
大学版》的提升建言献策。

十年深耕，打造高校宣传
交流平台

“大学版”开设10年以来，与高校联
系日趋紧密，已成为高校之间交流、互
动的重要平台。过去一年，“大学版”共
刊发50期，围绕教学、科研、学生管理、
师德建设、文明建设、和谐校园、后勤服
务等方面积极开展宣传报道工作，常州
日报、常州晚报用稿 400 余篇，充分利
用融媒体传播矩阵，结合时政热点策划
特别报道，扩大高校影响力；开设高教
论坛“开学第一讲”“毕业寄语”，校长书
记持续发声；关注高校师生校园生活，
深入挖掘身边“暖”新闻……这些优秀
稿件不仅在校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在
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多次获得省
市各级新闻奖项。“大学版”通过报道各
高校的活动和成果，促进了校际交流和
互动，也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
我、分享经验的平台。会上对年度表现
突出的高校宣传部门、骨干予以表彰。
各位宣传代表一致对“大学版”在代表
高校形象、持续传播正面信息方面所作

出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共探独特见解与实践经验

会上，与会代表们还积极分享了各
自学校及个人在新闻宣传工作方面的宝
贵经验，通过深入交流与探讨，相互借
鉴、共同提升，展现了对于新闻传播工作
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江苏理工学
院整合校园网站、微信、抖音、校报等媒
体资源，形成立体化的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新媒体矩阵，通过报网融合、专题约
稿、集中采访等形式，深度报道学校科学
研究、新职师教育、学生就业、网络思政
等成果，典型案例被教育部官网报道。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成立网络思想政
治工作中心，与二级单位网络教育资源

初步形成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同向同行
的网络育人工作格局，以校训明志笃
行+思想领航的合集响应“红色”，以菁
菁校园·衣食住行在城建响应“绿色”，以
明志笃行·大国工匠的合集响应“蓝色”，
三色同行聚焦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师生关
心热点。

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展望2025年，与会代表们群策群力，
共谋“大学版”提升之道。现场的交流不
仅促进了各高校宣传部门之间的信息共
享与策略协同，还激发了更多创新思维
的碰撞，为未来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的高
效开展与持续优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常州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包海霞

表示，这十年来，“大学版”始终致力于讲
述高校好故事、传播城市好声音，助推了
大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纵横联合、系统
共建。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
记朱平希望“大学版”进一步为在常高校
的新闻宣传工作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平
台，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指导。常州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
长夏斌提议依托新兴平台和技术创新传
播手段，采用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
形式，增强可读性和故事性。建东职业
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王志平希望组织专版
报道在常高校服务常州市“532”发展战
略、推进“新能源之都”等重点工作所采
取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让常州市民更
好地了解在常高校。常州旅游商贸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杭国金认为做好
学校宣传工作应把握好队伍、科技、内容
等三个方面。常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张庆华建议“大
学版”与学校能够深化合作内涵，强化协
作联动，实现同向发力。

来自常州工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常州开放大学、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常州卫
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也纷纷就媒
体融合、内容创新、活动互动等方面发表
了意见和建议。通过分享成功案例、探
讨挑战与机遇，大家不仅加深了对当前
宣传工作环境的认识，也明确了未来努
力的方向。

何靖波 图

在常高校传媒沙龙暨《常州晚报·大学版》创刊10周年座谈会举行

智慧碰撞 传播高校好声音

□本报记者 许愿

1989年，钱玉华老师踏上教育
岗位，成为常州市武进区坂上小学
的第一位专职音乐教师。她自创识
谱方法和合唱训练模式，带着孩子
们从零基础开始，一步步走到了武
进区合唱比赛的领奖台上。此外，
她还自己配器，组建了小乐队，并现
学现教舞蹈，让孩子们在舞台上尽
情绽放。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与人开玩
笑。正当钱老师在音乐教学领域如
鱼得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让
她不得不面对转型的挑战。为了健
康，她不得不放弃心爱的音乐教学，
转而投身于语数教学。面对全新的

领域，钱老师再次展现出了她的坚韧
和毅力。她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刻苦
钻研教学方法，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岗
位。在从事语数教学的二十多年里，
她不仅教学成绩优异，还担任了多个
教研组长和班主任职务，成为了学校
教学骨干和孩子们心中的好老师。

除了在教学上的卓越表现，钱老师
还积极投身于学校特色课程的开发。
为了传承戏曲文化，她义无反顾地接受
了学校安排，成为了坂小的第一位戏曲
专职老师。凭借着对戏曲艺术的热爱
和执着追求，她不断练形体、学唱段，带
领孩子们走上了戏曲之路。在钱老师
的精心指导下，孩子们在各大舞台上屡
获殊荣，赢得了荣誉和赞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弘扬教育家精神

以青春三十五载
许乡村学子未来

本报讯（许愿 刘平 陈翼） 近日，
教育部公布2024年度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认定结果，经单位自主申报、
资格审核、专业评审、现场考察等环节，
共 31 个基地被认定为国家教材建设重
点研究基地。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申
报的“职业教育装备制造教材研究基地”
凭借扎实基础和鲜明特色成功入选，学
校成为全国唯一入选的高职院校。

据了解，该校全面优化教材建设“工
作体系、制度体系、保障体系”，升级教材
建设“专家队伍、开发模式、集成平台”，打

通“校级—省级—国家级”教材递进式通
道，形成教材建设和管理的有效合力。在
队伍建设方面，培育了一支理论研究水平
高、实践能力强的教材研究和开发队伍；
在理论研究方面，探索了“以能力图谱为
基准，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体”的职业教
育教材开发模式；在教材开发方面，入选

“十三五”“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
材63部，获首届国家教材建设奖1项；在
示范辐射方面，面向重点、紧缺行业领域
发布教材年度建设指南，编制《机械行业
职业教育重点领域专业课程建设教材研
制实施方案》等，在职业院校广泛推广使
用，形成了示范辐射效应。

学校将以基地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夯
实研究基础、关注数字赋能、汇聚各方力
量，强化制度和政策保障，坚持问题导向、
需求导向，在教材建设研究、教材建设数
据、咨询指导服务、成果交流传播、人才队伍
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工作任务，持续打造
国家级职业教育装备制造教材研究高地。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获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11月30日，小记者协会组织来自武进区实验小学、李公朴小学等学校的小记者前往熹平美术馆，参加“我是一棵小树苗”藏书
票知识讲座，并亲手制作了一枚属于自己的藏书票主题书签。

常报小记者藏书票主题活动

一枚藏书票 一缕文墨香

在老师的精心安排下，
我们踏入了藏书票的奇妙世
界。馆内藏品琳琅满目，每
一件藏书票都精致细腻，令
人赞叹不已。参观结束后，
谢菲洋老师以生动的语言为
我们讲述了藏书票的发展脉
络与制作工艺，并分发了橡
皮章、书签、刻刀等工具。

大家满怀期待地投入到
创作中，各自描绘着心中的
图案：蝴蝶翩翩起舞，蛋仔憨
态可掬，圣诞老人慈祥可亲，

而我则选择以冰淇淋作为主
题，寓意着甜蜜与快乐。在
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们初
次握刀，虽略显生疏，但在一
次次尝试中渐入佳境。不
久，一枚枚独特的印章便跃
然眼前。涂上油墨，轻轻按
压在书签上，一张张可爱且
富有创意的藏书票便诞生
了，成就感油然而生。

李公朴小学
三（3）班 薛若妍
指导老师 梅昊雯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早
晨，我和妈妈一同前往熹平
美术馆，参加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藏书票制作活动。

走进美术馆，我们首先
参观了精美的藏书票展览。
其中，一张以“书山”为背景，
身着蓝色长衫的人物正奋力
攀登的藏书票尤为引人注
目，它寓意深远，让我感受到
了学海无涯的哲理。谢老师
不仅为我们介绍了阴刻与阳
刻的区别，还详细讲述了藏

书票的历史与由来，让我对
藏书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最令人期待的 DIY 环
节开始了。在家长的协助
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制版、刻
画、印制，一枚枚精美的藏书
票便在我们手中诞生。我的
作品是一只五彩缤纷的蝴
蝶，妈妈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

庙桥小学
三（4）班 孙阳
指导老师 周水英

近日，我参加了“我是一
棵小树苗”藏书票小记者活
动，收获颇丰。

活动开始，谢菲洋老师
引领我们穿梭于藏书票展览
之间，每一幅作品都激发了
我的创作欲望。随后，谢老
师用生动有趣的方式，为我
们揭开了版画藏书票的神秘
面纱。

终于迎来了实践环节——
制作藏书票。我选择以树叶
作 为 图 案 ，经 过 转 印 、阴
刻、上色等一系列步骤，一
枚独一无二的藏书票便完
成了。看着手中的作品，我
满心欢喜。

飞龙实验小学
三（16）班 刘亦凡
指导老师 俞茜

怀揣着对藏书票的好奇与
向往，我走进了熹平美术馆。
这里的藏书票作品各具特色，
令人大开眼界。

谢老师戴着眼镜，声音柔
和，她带领我们逐一欣赏墙上的
作品，并耐心讲解藏书票的意
义、刻法以及阴刻与阳刻的区
别。在自由参观环节，我和妈妈
仔细观赏每一幅作品，不时驻足
讨论。随后，谢老师为我们讲述
了藏书票的历史与由来，让我对
藏书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中
国的第一张藏书票充满了对祖
国的深情厚谊，让我深受感动。

在 DIY 藏书票环节中，我
决定刻一朵花来寄托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经过精心绘制、转
印、刻画，一枚精美的藏书票终
于在我手中诞生。同时，妈妈也
完成了她喜欢的蛋仔图案。我
们一起将藏书票印制在书签上，
心中充满了成就感与喜悦之情。

武进区实验小学
五（13）班 高晨汐
指导老师 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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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引领我们走进版画的奇妙
世界，这一古老艺术与中国画、油画
并称为世界三大画种。版画种类繁
多，按材料分为木版画、石版画、铜
版画等；按颜色有黑白版画、单色版
画和套色版画；按印刷方式更有凹
印、凸印、平印、漏印之分。老师重
点介绍了我国最早的版画作品——

“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卷首
图，其艺术风格独特，技艺高超，让
我们领略了古代版画艺术的辉煌。

版画制作过程繁琐，需在版面
上雕刻，再涂上油墨或颜料，以纸或

布拓印。这要求制作者耐心、细心，手
法熟练。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开始
了版画创作。我小心翼翼地在吹塑纸
上刻画蜗牛图案，然后均匀刷上墨汁，
最后将白纸覆盖其上，轻轻按压。当
揭开纸时，一副可爱有趣的蜗牛版画
呈现在眼前，令人惊叹。

课后，我深入了解版画知识，发现阴
刻与阳刻各具魅力。这次活动让我深
刻认识到，版画虽小，学问却大。中国传
统文化艺术博大精深，让我收获颇丰。

花园小学四（1）班 陈一铭
指导老师 邵燕芬

小记者课堂开课啦！本次的主
题是“非遗版画”。

课堂上，老师展示了精美的版画
作品，并介绍了版画的起源与历史。
版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与雕版
印刷术渊源深厚，后逐渐发展成为独
特的艺术创作。它种类繁多，有木刻
版画、丝网版画、铜版画、石版画等。
版画制作工艺尤为复杂。以木刻版
画为例，需先设计草图，再雕刻木板，
涂上油墨，拓印于纸上，最后装裱。
这过程听着就令人着迷！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尝试在
吹塑板上创作版画。吹塑板相比木

板更易上手，但我因心急，不慎将吹塑
板刻破。老师提醒我们要轻柔、耐心，
我静下心来，专注于手中的创作。时
间一分一秒过去，我的版画逐渐成
形。最终，一条活泼可爱的小鱼跃然
纸上，散发着淡淡的墨香。环顾四周，
同学们的作品也各具特色，美不胜收。

这堂“非遗版画”课真是趣味横生，
让我深刻感受到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
力。每一件手工艺术品都见证了匠人
们的执着与初心。我相信，“非遗”文化
将在我们身上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花园小学四（1）班 张诗语
指导老师 邵燕芬

我们来到专用教室，只见桌上
摆满了制作版画的工具。老师先为
我们介绍了版画的历史和制作过
程，然后展示了精美的版画样品，让
我们跃跃欲试。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我开始在吹
塑板上画出小鱼的轮廓。感到胸有
成竹后，我拿起剪刀，按照老师的方
法，在吹塑板上刻画。不久，一条小
鲤鱼便完成了。但当我印刷时，却发
现小鱼的身体一半黑一半白。老师
指出，这是墨汁涂得不均匀所致。

吸取教训后，我再次尝试，这次
更加细心地将墨汁涂均匀。再次印
刷后，一条完整、栩栩如生的小鲤鱼
终于诞生了！我心中充满了喜悦和
成就感。

这次版画制作活动不仅让我学
会了制作技巧，更让我感受到了艺
术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
细心和坚持。失败并不可怕，因为

“失败是成功之母”。这真是一次有意
义的活动！

花园小学四（1）班 何紫成
指导老师 邵燕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