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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 愿 蒋 珂
佳）11月8日，“山花烂漫·
青春撷英”2024 年全国优
秀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家作
品展暨首届江苏十佳青年
民间工艺美术家作品展在
江苏省现代美术馆开幕。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

院创意设计学院副教授、工
艺美术品设计专业教师杨
湛获评首届“江苏十佳青年
民间工艺美术家”。

在本次展会上，杨湛
的《哼哈二将》《禅心》《金刚
兔》《南海龙龟》等 12 件
（组）紫砂雕塑作品在展览

中展出，展现了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创新性
表达。此次获奖和展览也
将进一步激发该校师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和创作热情，推动学校在传
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优秀教师获评
江苏十佳青年民间工艺美术家

本报讯（许愿 皇甫
大欢） 11月 14日下午，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举办“国钧讲堂”，
主题为“地方非遗的现代
传承与发展——以常州
乱针绣为例”。

此次讲座由江苏省非
遗传承人、江苏省工艺美术
大师狄静，新生代非遗传承
人、天艺艺术馆馆长沈迪，
以及学校职业生涯规划优
秀指导教师孟乐文共同主
讲。艺术设计学院的学生
以及其他学院的非遗爱好
者们齐聚一堂，共同聆听精
彩内容。

狄静从刺绣艺术入手，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乱针绣

的历史渊源、
创始人杨守玉
的艺术成就以
及乱针绣技艺
的传承与发
展。作为新生
代非遗传承人
中的佼佼者，
沈迪结合自身
的实践经验，
分享了非遗艺术在现代社会
中的传承与发展新思路。孟
乐文从艺术设计与地方非遗
衔接的视角出发，引导艺术
设计专业的学生们开启职业
生涯规划的思考。

通过此次“国钧讲堂”
讲座，师生们深刻认识到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

承的重要性。未来，该校
将继续致力于非遗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工作，将保护
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
起来，让非遗“护”得好、

“活”起来、“传”下去，与社
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国钧讲堂”开讲 传承地方非遗

本报讯（许愿 杨红燕
任文珺） 11月12日，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工
程学院举办首届工匠文化
节。工匠文化节分为“工匠
传承、工匠作坊、工匠擂台、
工匠课堂”四个板块，包括
开放性实验室、名师工作室
开放日、名师微课堂、系列
专业技能竞赛、“一站式”学
生社区红蓝课堂展示等内
容，助推学生经历“认知-体
验-竞技-展示”完整培养过
程，打造学生热爱专业、提
升技能的平台。

“只要同学们愿意学、
想学，我们工作室的大门永
远向同学们敞开。”在首届
工匠文化节上，全国技术能
手、江苏工匠、江苏省技能大

师工作室负责
人李亮亮带领
工作室成员、江
苏省技能状元、
江苏工匠朱黎
明、电子工程学
院王显海与学
生们进行面对
面交流。从个人成长经历
分享、工作室建设规划，到
如何践行工匠精神、形成工
匠人才培养模式，访谈嘉宾
用自身的经历、丰富的经
验、生动的事例让同学们深
刻感受到精益求精、追求卓
越的工匠精神，激励大家以
实干成就梦想。

近年来，电子工程学
院打造党建引领下的工匠
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挥

名师工作室群、电子创新
实验班等育人平台资源的
作用，不断深化技能竞赛
与人才培养的融合，在职
业技能竞赛、人才培养方
面取得了优秀成果。后
期，学院将进一步加强工
匠文化节的内涵建设，将
工匠文化节打造成有影响
力的育人品牌，为学校人
才培养和专业建设发展贡
献力量。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厚植工匠文化 弘扬工匠精神

常州工学院

从“指尖”到“心间”润心立德育新人
■本报记者 许愿 通讯员 夏娴 图文报道

近年来，常州
工学院积极探索
网络思政育人新
模式，成立校级网
络思想政治工作
中心，以强大的思
政引领力构建网
上网下“同心圆”，
不断开创新时代
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
党放心、爱国奉
献、担当民族复兴
重任的时代新人。

作为常州工学院应用统计专业
2024级的新生，韩祺冉自踏入校门起，
便对学校公众号精心打造的“身边榜
样”栏目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作为该栏
目的忠实粉丝，她发现原来在自己身边
就有这么多值得学习的“大咖”：“我深
受启发，这些身边的优秀人物崇德守
信、勤学上进、勇于创新、自强自立，他
们的精神力量是看得见的。”韩祺冉感
慨地说。

常州工学院“身边榜样”栏目自开
栏以来，针对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和先进
团队进行深度采写，目前已经发布近
150篇，“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身边榜
样’中的一员，用自己的努力和成就去影
响和激励更多的人。”韩祺冉满怀期待。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前，一
条名为《夜空中最闪亮的星》的视频在
常工院学子中得到迅速传播和广泛点
赞，它以深情细腻的笔触，展现了考研
学子的坚韧与执着。这部作品被表彰
为2023年度“学习强国”全国平台同
学汇人气作品。在常工院，学子们正
享受着触手可及的网络文化成果。学
校致力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推送
力度，与此同时，今年已推送近百条党
纪学习教育“一图读懂”“每日一课”系
列内容和关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
思维导图、应知应会知识点，通过图文
并茂的方式，让党的理论知识变得生
动有趣。

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李娜深
入中车戚墅堰所，探寻常州工业发展
的历史，她将这段集探究式、体验式、
互动式于一体的过程精心制作成思政

“微课”，在各种网络平台进行播放，受
到了学生的追捧，“要让更多学生爱
听、能懂、真信，进而滋养学生的精神
世界。”

信息技术的融入，赋能“大思政课”
新的打开方式，常工院以项目为抓手，
以活动为载体，打造出一批网络思政

“金微课”，微电影《智造之路 如琢如
磨》，获得“我心中的思政课”第七届全
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展示活动短视频
组二等奖。同时，学校积极推进网络育
人名师工作室、辅导员网络教育团队、
学生骨干网络队伍、网评员队伍、专家
网络指导团队等建设，组织线上线下多
场专题培训，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强、情
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
的专业化工作队伍，不断开拓网络思政
建设工作新局面。

“叮咚！您的网络安全指南已抵
达”，作为学校首批网络育人名师工作
室培育点之一，“青思汇”网络育人名师
工作室团队深入学生，了解大家在网络
空间的个性化需求和关注热点，并撰写
网文在公众号进行回应，把“大道理”
讲到学生心坎上。“学生既是各项活动
的参与者和受教育者，更是各项活动的
策划者和思路提供者。学生关注哪里，
我们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就要放在
哪里。”常工院汽车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青思汇”负责人张巧凤表示。
用最接近青年的方式，引领青年思

想、传播青年声音，引导青年学生参与新
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常州工学院在易

班平台、“学事通”服务平台、b站、抖音、
快手，微博、强国号等各类网络新媒体矩
阵建设中全面融入思政元素，充分运用
互联网打通思政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网络已成为广大青少年学习生活
的重要空间，网络思政工作可以实现教
育载体的有效延伸，提高学生的主体参
与度，既是时代发展所需，也是青年成
长成才所需。我们将不断巩固和完善
网络阵地，把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
教育事业发展最大增量的关键一环，在
宣传思想文化内容的精准供给中，深化
青年大学生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
认同、内化和践行。”常州工学院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王萍霞表示。

有共鸣能共情 打造启智润心“金钥匙”

构筑青年精神家园 思政队伍能力大提升

继“网”开来 打通思政工作“最后一公里”

学校建设网络直播实训平台，构建立体式网络思政育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