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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吉雯 杨红燕 吴昊 尤佳）
在2024年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TI 杯)中，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代表队
与全省本、专科顶尖学子同台竞技，在众
多强手中脱颖而出，斩获一等奖，并捧回
该赛项的最高荣誉“TI杯”。

党建引领合力筑牢育人根基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育人。此次
捧杯而归的主力队员，来自常信院电子
工程学院。长期以来，该院党总支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合力打造“课长
制”党建育人模式，通过思想成长课堂、
专业成长课堂和党员实境课堂，为学生
打造了一个思想政治与技术技能同频共
振的成长环境。

“我们很幸运，因为学校创造了非常
好的成长提升平台。”获得国赛一等奖参
赛队的队长沈江涛表示，他们加入了江苏
省教学名师、常州市师德模范聂章龙老师
的名师工作室，不仅跟着老师们提升了
自身的专业技能，更从老师们身上体会到
真正的工匠精神。

作为江苏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和江苏
省高校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板支部的
建设单位。近年来，电院党总支在“课长
制”党建育人模式的基础上，紧紧围绕

“党建引领下的工匠人才培养模式”“党
建引领下的思政科创协同育人模式”，通
过组建“工匠芯”红色科创联盟、开展工

匠文化节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进一步为
高质量人才培养筑牢根基、打牢底色。

传好人才培养接力棒

“这项比赛是本科和高职同台竞技，
让我感到特别惊喜的是这次代表本科参
赛的选手中，有好几个选手我都非常熟
悉，因为他们都是从我们学院的电子创
新实验班毕业后转本到本科继续深造
的！”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罗锦宏自豪地
表示，由常信培养的优秀人才,如今又代
表本科院校去参赛，不仅体现了个人的
成长，更说明在人才培养的赛道上，常信
院传好了“接力棒”。

电创201班的钟愈武就是这样的代
表。今年入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后，他作

为南信大唯一的代表队队员，为学校斩
获首个电子系统设计专题赛一等奖。

“这得益于母校常信院老师们的栽培。
在电子创新实验班老师们的影响下，我
形成了热爱电子的学习兴趣。”钟愈武
感慨道。

在常信院电子创新实验班，像钟
愈武这样的同学还有很多。通过企业
项目对接转化、专业热点技术动态跟
踪，在这个教学相长的平台，与产业需
求紧密对接的专业课程体系得以重
构，一批优质课程资源得以积累，一批
技术技能水平突出的青年师生得以培
养，成立10年多来，电子工程学院已
通过电子创新实验班为行业知名企业
输送200余名人才。

培养高素质信息技术技能人才

电子创新实验班的优良“成绩单”，是
常信院十年多持续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
专项行动方案”的缩影。

“我们以专业导师制为主要培养方式，
以提升职业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为核心，
以构建优秀杰出人才培养体系为重点，在
全面优化培养的基础上，创建了‘对接职业
岗位情景，实施分层培养’的个性化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为常信学子实现毕业即高质
量就业、成为行业领域的能工巧匠奠定了
坚实基础。”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朱敏说。

目前就职于南京米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该校2021届校友陈贵飞，在校期间曾
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等多个
国家级奖项，如今已是企业的中流砥柱。
谈到在常信的学习经历，他充满感激，“完
全对接企业岗位的课程体系，以及分层分
类的培养方式，使我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专
业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我驱动
的学习能力、高效的沟通技巧以及无价的
团队合作精神。”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将继续深化
技能竞赛与人才培养的融合，加大对竞赛
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为更多学生提供参与
竞赛的机会和平台。同时，学院还将加强
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索技能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和新途径，为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校长
徐建俊说。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党建引领 传好人才培养接力棒
本报讯（许愿 周颖 李颖） 11

月2日7时30分，2024常州西太湖
半程马拉松暨大运河马拉松系列
赛在武进西太湖花博园鸣枪开
跑。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
1766 名志愿者承担了此次比赛的
志愿服务工作。

在比赛的新闻发布会上，旅
游与康养学院 4 位同学现场展示
推介本届赛事的完赛奖牌、赛事
服装、参赛包及周边衍生产品，组
委会为学校志愿服务团队授牌。
开赛前 3 天，在常州团市委的指
导下，学校对全体志愿者进行培
训 6 场次，现场联排 1 次，为志愿
者 顺 利 完 成 志 愿 任 务 加 油 、充
电。比赛当天凌晨天还未亮，志
愿者们已整装待发，前往各服务

岗位。起跑枪声响起，他们分布在
赛道的各个补给点，为经过的选手
呐喊助威、鼓掌点赞，并及时为有
需要的选手提供赛道指引、饮料补
给等。比赛结束后，志愿者们迅速
投入到人员引导、物资发放、赛后拉
伸等工作中。

探索建立“人人志愿”志愿工作生
态，常工业团委将精益专注的工匠精
神和感恩知责的人文关怀，融入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构筑起
兼具志愿特质、学校特色、职教特点的
志愿工作体系。下一步，校团委将继
续协同相关部门和二级学院，加强与
新能源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的对
接交流，推动志愿服务与专业学习、产
业发展相结合，持续激发志愿服务“共
生效应”。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766 名学子全程服务
常州西太湖半程马拉松

本报讯（尤佳 周冰洁） 11月8
日，记者从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校
获悉，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
委员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华经典诵写
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获
奖名单正式公布，该校播音与主持
专业教师朱杰的作品《琵琶行》，荣
获全国教师组一等奖。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今年 4 月
启动以来，经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选拔推荐和
专家评审，共有 8 个组别的 4160
件作品入围全国复赛，2025 件作
品进入决赛，最终 270 件作品受邀
参加线下比赛。朱杰老师的作品

《琵琶行》受邀参加线下决赛，展现
了常艺教师的风采与魅力，赢得了
评委与现场观众的高度赞誉。

从5月份参加常州市中华经典

诵读比赛，到以市赛特等奖的成绩选
送至省赛，再到江苏省赛特等奖、入围
全国复赛，最终进入全国总决赛，朱杰
老师带着满腔热情与梦想，一路过关
斩将，赢得了荣誉，更收获了成长。

作为教育部A类赛事，大赛旨在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让参赛者体
悟中华优秀文化内涵，丰富文化思想
实践，提升语言文化素养，激发文化自
信自强。

长期以来，常州艺术高等职业学
校始终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
赛促建”的教育理念，积极组织师生
参与各类高水平专业竞赛，以此为契
机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推
动学科建设向纵深发展。在日常教
学过程中，不断培养学生的文化自
信，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
穿始终。

常高艺教师荣获
国家级比赛一等奖

本报讯（张国猛 尤佳）11月2日，由
常州市体育总会主办、常州市龙舟协会承
办的运动龙城大联赛2024年常州市龙舟
比赛，在国家龙舟基地举办。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高校和社会的10
支男子代表队和4 支女子代表队参加。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派出了一支由8
名留学生和7名中国学生组成的龙舟队
参赛，每名留学生搭档一名中国学生，分
别担任左、右桨角色。该队伍自组建以
来便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
则，队员们通过日常的刻苦训练，不仅提

升了自身的体能与技术，更促进了中外
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比赛中，他们默
契配合，划桨整齐有力，每一次挥桨都凝
聚着团队的力量与信念，湖面上溅起的
水花仿佛是他们不屈不挠精神的见证。

龙舟队的队长——一位来自中国
的学生赛后表示：“这次比赛让我们深

刻体会到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
理，无论是中国学生还是留学生，我
们都为了共同的目标全力以赴，这种
跨国界的友谊和团队精神是我们最
宝贵的财富。”

近年来，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始终坚持深度融合体育育人理念，积

极推动“五育并举”的教育体系全面发展，
将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学生体育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体育赛事、社会实践等
推进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一体化、融入式培
养，引导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学生全面
健康发展。

常州机电学院龙舟队亮相市龙舟赛

中外学生展团结风采

“扬州胭脂苏州花，常州梳篦第一家。”近日，常州市
小记者协会分别邀请常州梳篦市级非遗传承人刘君苏、
常州“虞美人”梳篦工艺师走进卜弋小学、丽华新村第二
小学，为常报小记者们带来一场有趣的常州梳篦探索之
旅，小记者们在主题讲座和动手实践中感受非遗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内涵。

卜弋小学、丽华二小常报小记者非遗“常州梳篦”主题活动

遇见匠心，传承经典

“虞美人”品牌梳篦的老师把绘
制梳篦的材料发给我们，我发现待绘
制的梳篦上面有一个个小小的图案，
老师告诉我们这上面是要涂色和填
充贝壳的。我先将贝壳沾上漆，再把
它小心放在相对应的图案上，然后把
多出来的漆用湿巾纸擦掉。接着我
用笔刷沾上金色颜料，涂在字的位置
和边线上，由于是第一次做，所以涂

了很多遍才把它填充完整。最后，用
颜料进行大面积涂色，要学习工匠精
益求精的精神，所以我又用湿纸把多
出的颜料给擦干净了。最后，在老师
的指导帮助下，梳篦绘制成了，绘制
后的梳篦甚是漂亮。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六（2）班 张清心
指导老师 俞悦

我们先拿小毛刷蘸了一点点胶，
涂在梳子上的凹槽中，然后又用镊子
小心翼翼地夹起一小块打磨好的贝壳
片，轻轻地放入凹槽中，再用手给抹
平。接着再把金色颜料涂在浅浅的花
纹中，这样一只熊猫图案就大功告成

了！我们又在大熊猫的旁边用绿色颜
料画上了许多的竹子和竹叶，然后再
用金色颜料写上了“和乐丽二”四个大
字，这把梳子就完成了。

丽华二小六（2）班 郑钧
指导老师 俞悦

活动中，我们感受到了常州梳篦的
魅力，我们让一把刻着图案的梳子有了
色彩，上面的熊猫图案栩栩如生。在填
色环节，我们都小心翼翼，这让我感受
到了想制作一把精美的梳子很不容
易。除了精湛的工艺，常州梳篦还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常州历史上有许

多才子佳人，他们的故事和情感被巧妙
地融入到了梳子的设计中。每当人们
使用这些梳子时，仿佛就能感受到那份
古老的文化气息和历史的沉淀。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六（2）班 董怡然
指导老师 俞悦

小记者尝试制作了“虞美人”螺钿漆
艺梳，老师给我们的工具有一把梳子、颜
料、两个小贝壳、夹子、笔刷、清水等。通
过亲手制作梳子，我感受到匠人们的心
血和智慧。活动结束后，我们带着自己
制作的梳子合影留念。这把梳子对于我

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是我们的劳动成
果，更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
发扬。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六（2）班 蒋雨纯
指导老师 俞悦

梳篦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集
雕刻、彩绘、烫制于一体的艺术品。
制篦原料主要为毛竹、牛骨和生漆，
且毛竹需选用生长 4 年以上的“阴
山竹”。木梳则以黄杨、枣木、石楠
为主，黄杨更需 300 年以上树龄。
梳篦原料珍贵，制作精美，令人赞

叹。此外，梳篦制作工序繁复，制篦需
72道工序，木梳也需28道，且工具繁
多。这体现了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对细
节的极致追求。梳篦不仅承载着文
化，更蕴含人文情怀。

卜弋小学五（4）班 贾心瑞
指导老师 黄洁

常州梳篦以木梳街和篦箕巷
为 代 表 ，距 今 已 有 1600 余 年 历
史。从五指梳到现代梳篦，它不
仅是生活用品，更成为工艺品和
收藏品。2008 年，常州梳篦被列
入国家级“非遗”。课堂上，我们

认真记录，积极参与提问。随后，刘
君苏老师现场示范制作五指梳，从
削薄木头到锯出梳齿，每一步都令
人惊叹。

卜弋小学五（2）班 张皓砺
指导老师 王雅

梳篦历史悠久，它的诞生与江南
地区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审美观念
密切相关。梳篦不仅是一种实用工
具，更是一种艺术品。它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智慧和文化底蕴，见证了历史
的变迁。它精美的外观和实用的功
能，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
并喜爱这种传统手工艺品。梳篦作

为一项传统手工艺，承载着江南水乡
的文化内涵，展现了民间艺术的魅
力。我们应该珍视并传承这一宝贵
的文化遗产，让它在新时代焕发出新
的光彩。

丽华新村第二小学
六（2）班 王奕豪
指导老师 俞悦

活动中，我了解到梳篦历史
悠久，古人曾以手梳理头发，后发
明“五指梳”。现代木梳以桦杨
木制成，坚固耐用，而五指梳则
由石头打磨，需轻拿轻放。在答
题环节，同学卓怡伶表现优异，
赢得礼物。制作木梳的活动中，
老师熟练锯木，指导同学制作，

制作工艺让我大开眼界，不禁为古
人的智慧点赞。

卜弋小学五（2）班 姜琳琳
指导老师 王雅

昔日，“木梳街”与“篦箕巷”因梳
篦而得名，见证着梳篦的辉煌。常州
更因梳篦赢得了“宫梳名篦”与“常州梳
篦甲天下”的美誉。梳篦的历史可追
溯至春秋时期，其制作材料尤为珍

贵，篦箕由深山毛竹制成，梳子则需优质
黄杨木制作。常州梳篦荣获多项世博会
奖项，并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卜弋小学五（2）班 崔振轩
指导老师 王雅

最令人期待的制作体验环节
开始了。非遗市级传承人刘君苏
老师演示木梳开齿工序，他专注的
神情展现了匠人精神。我有幸参
与制作，虽过程不易，但在师傅的

帮助下，最终完成了作品。常州梳篦
历史悠久，愿这份工艺能世代传承，
发扬光大。

卜弋小学五（1）班 伏悦童
指导老师 陈佩

常信院“TI”杯获奖参赛队在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