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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愿 吴清松 任
文珺）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重要
指示精神，近日，“从红船到
飞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共同体”2025年建设研讨
会在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举
办。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成建华指出，近年
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正
确领导下，“从红船到飞船”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
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该共
同体通过生动的故事讲述、丰
富的实践活动和深入的交流

研讨，提升了思政课程的吸引
力与感染力，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与爱国情怀。

会上，常州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展示了共同体建设的阶
段性成果，并提出了在未来推
进一体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构想，各共同体成员校分别就

“共同体”建设的现状与未来
计划进行了发言。与会专家
充分肯定共同体成立以来取
得的成绩，对2025年建设发
展提出意见建议。研讨会为
推动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也为常信院下一
阶段思想政治工作注入了新
的动力。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从红船到飞船·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许愿 周益）在近
日公布的2024年省属高校高
质量发展综合考核文艺竞赛
成绩排名中，常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以文艺获奖总分76分
位列省属高校（高职二类）第
一名。据悉，该校已连续两年
蝉联此类排名第一。

2024 年，学校扎实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
美育润心行动，构建艺术实践
课程、艺术实践活动、艺术实
践项目、艺术展演四位一体公
共艺术实践；“练课一体”，结
合大学生艺术团日常训练，面
向有特长的学生每周开设声
乐、舞蹈、民乐、戏剧公共艺术
实践课程；以“‘工’享青春”校
园文化艺术节统领校内艺术

实践活动，以乡镇街道为主要
场域开展校外艺术实践活动，
统筹推进二级学院形成美育
实践品牌项目。学校酒店运
营与管理专业石佳雨同学创
作的书法作品《古代廉政诗词
选抄十余首》获评全国第七届
大学生艺术展演艺术作品类
书法篆刻一等奖，旅游与康养
学院撰写的案例《携手同育，美
美与共——基础教育“双减”政
策下高校助力中小学美育的实
践探索》获评全国第七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美育改革创新案例
二等奖；学校原创短剧《永远的
喀喇昆仑》在江苏大剧院展演
并获2024江苏省大学生戏剧
展演短剧类一等奖，为江苏高
职院校最好成绩。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省属高校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
文艺竞赛排名第一

本报讯（许愿 储燕青）近
日，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工
业机械项目中国集训队研讨
会在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召
开。

第47届世赛工业机械项
目中国专家组组长宋军民进
行参赛总结分析，他从比赛实
际情况出发，梳理了选手在各
个环节的表现，详细剖析技术
难点的应对策略，同时对比国
际对手的长处与不足，为我国
该项目的后续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借鉴。中国教练组

组长戴文博分享训练方法创
新、选手综合素质培养等内
容，全面展现了集训过程中的
努力与探索。专家组成员和
教练代表积极发言，交流技术
经验与教学心得。

研讨会期间还进行了选
手交流赛，专家们依据比赛标
准和行业前沿趋势，对选手在
交流赛中的操作精准度、工艺
合理性及时间管理等方面进
行深入点评，系统总结经验，
为下届国赛世赛的筹备提供
了有力支撑。

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

第47届世赛工业机械项目
中国集训队研讨会召开

江苏理工学院扎实推进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

在“有为”中实现“有位”

在常州钟楼合成生物AI研
究院，经常出现江理工生物信息
与医药工程研究所所长常珊教
授的身影，他正带领7名博士为
推进AI技术赋能合成生物学和
医疗大数据产业不断努力。

2024年9月，江理工与常州
市钟楼区共建合成生物AI研究
院。“目前我们对标深圳等合成
生物产业高地，因地制宜为钟楼
区提供探索‘学科+孵化+转化’
联合孵化新渠道。”常珊说。

主动响应常州市合成生物
产业发展规划，江理工自2015

年就成立了生物信息与医药工
程研究团队，并作为学校首个创
新团队进行重点培育。团队以
信息技术（IT）与生物技术（BT）
相结合的研究模式，显著提升了
合成生物系统设计的效率和成
功率。

扎根地方办大学，是江理工
矢志不渝的追求。学校推进校
城融合发展战略，与常州市共建
江苏省唯一的职教教师教育协
同创新实验区，获批苏锡常都市
圈职业教育研究所，与省内外
10多个市（区）建立校地战略合

作关系，共建产学研基地230多
个、研究机构40多个。

“作为一所地方高校，‘有
为’才能有位，‘有位’更需‘有
为’。”江苏理工学院党委副书
记、校长戴国洪表示。

江理工正注重学科建设与
产业创新互动，通过校城融合寻
找新的“迸发点”，致力打造区域
一流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高层次人才的集聚地、科技创新
的策源地，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应用型
人才。

■本报记者 许愿 通讯员 许琳 王济伟

3个学科跻身ESI全球排名前1%、新增11个硕士学位授予点、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80%以上毕业生留苏服务“强富美高”新江苏

建设……过去一年，江苏理工学院瞄准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大

学”奋斗目标，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要深刻把握教育部等印
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
工作方案》的时代意蕴与育人
使命，加快建设面向未来、开
创未来的高质量家庭教育体
系……”在苏锡常地区首个“家
庭教育微专业”开班仪式上，江
苏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崔景贵以
《做积极家庭教育的“行动派”》
为主题，作开班第一课。

微课程、微专业、微校区“三
微模式”是江理工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创新探索。
其中，微课程是以微型教

学视频为主要载体，针对某一
学科专业知识点或教学任务而
设计开发的一种情景化新型课
程资源，目前学校已经开设《组
合逻辑电路设计》等60余门微课
程。

微专业重在“跨”和“融”,是
突破传统学科专业限制，围绕
某个特定学术研究领域、产业
发展趋势或者专业核心素养，

提炼开设的核心课程，新能源
汽车工程等13个微专业已在学
校建成。

微校区则是学校通过与高
新园区、科研院所合作，将部分
教学活动扩展至高新园区、科研
院所，并形成规模较小且具有人
才培养功能的“校区”。江理工
已与武进南京大学未来技术创
新研究院、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
府签署共建“微校区”合作框架
协议。

来自四川绵阳的陈镜如去
年刚刚考入江理工，在高考填报
志愿时，她毅然选择了学校新增
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考
虑到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战
略，以及常州市‘新能源之都’建
设的大背景。”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于
2024年获批并正式招生。江苏
理工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王

志华介绍，新增专业旨在对接
国家能源战略及新能源产业需
求，培养掌握新能源开发及利
用专业知识的应用型高级专门
人才。

近年来，学校主动适应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新
时代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增设储
能科学与工程、智能车辆工程、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跨境电子商

务等“新工科”“新文科”专业11
个。在原有教育、机械、资源与
环境三个硕士学位点的基础上，
新增11个硕士学位点，新增学
位点紧密契合江苏省“1650”产
业体系需求和常州市“新能源之
都”建设。现有国家级专业建设
项目10个、省级专业建设项目
35个，10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

探索“三微”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对接产业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

推进校城融合，扎根地方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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