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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共建共享 相生相融 打造中高职衔接共同体

·广告·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永嘉学院地处浙江省永嘉县，由国

家高水平职业院校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与永嘉县政府于2021

年9月合作建设而成。学院投资12亿元、占地340亩，设有

高职部和中职部。中职部为永嘉县职业教育中心，属于温

职院附属中等职业学校；高职部为温职院二级学院，由温职

院直接建设与管理，对接永嘉县泵阀、文旅等支柱产业设置

机械设计与制造（阀门设计与制造）和传播与策划等专业，

与中职部对应专业开展了中高职一体化五年长学制贯通培

养。中高职共建、共享、共管一个校园，以“敢为人先”的精

神探索中高职衔接共同体办学模式，为职教纵向贯通探索

新路径。

两家成一家 实现中高职融合

校地合作设立校区管委会，统筹协调校园事务和中高

职合作机制。经过近两年的探索，温职院永嘉学院形成了

中高职部主体联合、资源整合、制度契合、管理配合、文化融

合的中高职同校园“五合”管理模式。

借助中高职一地式发展的显著优势，中职部（永嘉县职

业教育中心）融合办学仅一年多就获评了浙江省现代化学

校，入选了“活力温台”职教高地“一县一改革”创新项目。

学院于今年年初成功申办第五届全国仪器仪表制造职业技

能竞赛决赛仪器仪表制造工赛项。

“3+2”变“五年长学制” 推动人才培养质量长足进步

学院中高职合建专业教研大组，统一培养目标、统领生

涯规划、统筹技术培养、统揽育人载体、统建评价体系，实施

了五年贯通人才培养，彻底解决了原有“3+2”分段式培养存

在的弊端，大大提升了培养质量，获得学生及家长的充分认

同。学院针对五年长学制学生实施了“1+3+1”人才培养模

式，入学第1年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底蕴与职业素养，引导

学生厘清职业发展路径，了解岗位所需的素质与技能。第2

至4年，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引导学生把握专

业理论与技能技术的融合，掌握专业技术。第 5 年重点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娴熟

运用技能、无缝对接岗位、胜任职场发展。

“1+3+1”五年长学制人才培养模式得到了企业的高

度认可。招本地生源、在本地培养、留本地就业，三个“本

地化”更是让企业充满期待。君品集团主动向永嘉学院

捐赠实训设备，超达阀门集团与永嘉学院共同申报了浙

江省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试点，伯特利集团、

方正阀门等永嘉知名阀门企业均与永嘉学院在教师驻企

锻炼、学生专业实践、教材开发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截

至目前，学院五年长学制第一届毕业生被永嘉县域内企

业全部录用。

从内涵提升到服务外溢 助力县域共同富裕

学院高职部的李新丰老师每周前往工正集团，为公司

员工培训三维建模仿真软件的使用。“系统的实训硬件条

件、雄厚的师资，关键还是家门口的高职院校，为我们企业

进一步加强技术研发带来了极大便利。”企业办公室主任对

永嘉学院表现出极大期待。

不仅服务于产业，学院还与永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合作开展了退役军人精准就业技能培

训、农村创客电商培训等系列培训，仅 2022 年下半年就完

成各类培训 8 期，培训 700 余人次。学院与意大利东皮埃

蒙特大学共建了“中意旅游经济发展促进中心”，拓展永嘉

国际旅游市场；参与策划永嘉县首届梅花旅游节，并与梅

园村共建大学生文旅创作实践基地，协同打造永嘉文旅地

标；开展永嘉古庙口村文旅规划，永嘉箬溪国际艺术村改

造提升项目入选浙江省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通

过助力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文化繁荣、人才成长、职教发

展 5 条途径，学院与永嘉县同频共振，真正实现职业教育

与地方经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永嘉学院高职部办学团

队入选浙江省高校干部人才助力山区 26 县高质量发展创

新案例。

永嘉学院校区管委会主任表示，永嘉学院目前完成了

形态融合、管理协同和内涵发展等阶段目标，正齐心协力朝

着打造中高职衔接共同体职教“金名片”的方向迈进。

6 月 2 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共同设立的“国博厅”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揭牌，开门首展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

国”也于当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象纹铙、作册般甗、泾伯卣、六

年琱生簋、师酉簋……展览中，一

件件浑厚凝重、历久弥珍的国之重

器，为观众打开理解中华文明早期

发展脉络的窗口。这是中国国家

博物馆首次在本馆外设立的常态

化举办精品展览的专业展厅，通过

让文物活起来的系列活动，全方

位、多层次、立体式展现文化魅力，

讲好中国故事。

读懂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

新疆“国博厅”首展现场，迎来

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中小学生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了博物馆

里的研学之旅。张喆淼来自乌鲁

木齐市第二十七小学三年级 3 班，

与他一起来到博物馆的还有同年

级的 200 多名学生。“我喜欢历史，

家里有很多历史书，展览的青铜器

让我们看到‘活’的历史，看到中华

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张喆淼告

诉记者。

“我们希望通过青铜器的展

览，举办一系列研学社教的活动，

让大家了解到青铜器多样的名称、

精 美 的 花 纹 以 及 内 涵 丰 富 的 史

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

长于志勇介绍。

为何将这次展览定名为“吉金

铸史”？“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青

铜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

中国古代，被称为‘金’或‘吉金’的

青铜器几乎与早期文明相伴而生，

是揭示早期中华文明起源、发展、

兴盛的最重要代表性物证。”中国

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说。

“我们面前的青铜器就是作册

般甗，是商代晚期非常重要的一件

器物，分为上下两层，上面可以盛

放稻粱，下面可以装水进行加热。”

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列工作部研究

馆员翟胜利介绍，作册般甗以其铭

文著称于世，是最早的长篇铭文之

一。铭文内容反映的是商代末年

商王朝与东南部夷人部族旷日持

久的战争，与同一时期的甲骨记载

和后世文献相吻合，是十分珍贵的

史料。铭文的书法也颇值得称道，

书体雄劲有力，宏放恣肆。作册般

甗铭文这种首尾尖、中间粗的书法

风格，被称为“波磔体”，是这一时

期金文书法的代表风格。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

代中国”展览展出了中国国家博物

馆馆藏青铜器 160 余件（组），其中

一级品 34 件，藏品时间跨度长、门

类丰富、器型多样、规模庞大。

“通过一件件国之重器，反映

万流归海的历史必然，系统呈现中

华文化的整体形象。希望广大观

众能够通过‘国博厅’这一平台，深

刻感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家国一体的丰富内涵，不断

增强民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像

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奋力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

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

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王春法说。

立体式讲好中国新疆故事

新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

战略合作的重点地区。2022 年 8

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同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确定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设立“国博厅”，作为国

家博物馆向新疆输送精品展览的

固定场所，并在今年 6月，引进中国

国家博物馆“吉金铸史——青铜器

里的古代中国”展。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设立‘国博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首次在本馆外设立的常态化举办

精品展览的专业展厅，在全国也是

首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副主席孙红梅表示，

设立“国博厅”，是发挥文物在推动

“文化润疆”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等方面的有益尝试。“国

博厅”的设立和精品展览的持续引

进，将加快推进新疆博物馆改革发

展，构建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特色

鲜明、体制完善、功能完备的新疆

博物馆事业发展体系，深入挖掘文

物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精神，助

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讲好中

国新疆故事。

“展览里有很多让我耳目一新

的器皿，能在新疆看到这些文物我

感到非常激动。通过观看展览，我

们看到展品背后中华文明深厚的

文化底蕴，更加深了对于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理解。”观众吴言轩

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不仅

展出了国博的多件展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物馆也拿出了 25 件青

铜器参与其中。

在此次展览中，中国国家博物

馆还组织策划了“神秘的古代青铜

纹饰”专场社会教育活动，让观众

在感受古代青铜纹饰文化内涵的

同时，加深对青铜纹饰中体现出的

中国古代民族精神的了解。“国博

厅”内还设置了文创展示区，集中

展示和销售多种样式精美的国博

文创产品，使文化创意体验作为

“最后一个展厅”，实现公众“把文

物带回家”的愿望。

为加强交流合作，中国国家博

物馆将持续向新疆输送各类主题

的国博精品展览，目前第二个展

览计划已确定，后续展览计划将

与新疆文旅厅共同商讨制定，通

过 提 供 丰 富 的 公 共 文 化 产 品 服

务，满足新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

“新疆是文物大省，毛织品、锦

绣丝绸、隋唐时期的官府文书、皮

革制品、木器等等，构成了我们新

疆地区最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

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我们希望

运用好这样的一些文物，把新疆

的历史讲得更生动更立体。”于志

勇说。

在新疆逛国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国博厅”揭牌侧记
本报记者 李 慧 李 韵 王艺钊

本报讯（记者苏雁 通讯员姬尊雨）日

前，江苏省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探源科

考舱”内，对无锡市滨湖区马鞍遗址发掘并提

取的两座距今 6000 多年前的马家浜文化墓

葬开展实验室考古探源，学者利用线上直播

形式开展公众考古实践教育活动，打开尘封

了6000多年的考古“盲盒”。

2023 年 3 月，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从

马鞍遗址整体打包提取了 6座马家浜文化墓

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东基地

探源科考舱内进行实验室考古探源。相比于

传统的野外考古方法，为何要进行“整体打

包”的实验室考古？实验室考古有何优势？

“实验室考古是对文物保护和科研最有

利的手段，通过插板等方式对墓葬进行整体

打包吊装，运到基地实验室内进行发掘，相较

于野外考古更加安全、可控。”实验室考古专

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唐

锦琼表示，实验室考古在发掘的同时，还能随

时对遗迹遗物提取样本进行同位素检测、

DNA 测定等科学检测，减缓、避免文物的劣

化进程，保持文物原始状态。

穿戴好防护用具后，微生物研究专家、无

锡一三零微生物研究院教授夏本立进入探源

科考舱内，对墓葬中的微生物进行采样。“在

恒温恒湿的环境里能够尽可能地延长微生物

的生命周期，为考古研究争取更多时间。”夏

本立说，微生物鉴定判断是考古研究中判定

遗体具体死亡年龄的有效手段，在当前的技

术水平下，判定误差已精确到1.4年左右。

此次科考研究，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邀请了体质人类学、岩石矿物学、黏土学、微

生物学、微痕分析和科技考古等方面的专家，

多角度、专业化提取墓葬内的各种信息。这

是全国第一次对马家浜文化的墓葬开展实验

室考古，第一次在考古发掘现场多学科专家

合作参与史前考古科研样品的提取，第一次

有微生物专家参与史前考古现场的取样研

究。

“此次考古探源的成果再次印证无锡地区拥有 7000 年人类生活

史。我们希望通过科技考古手段，以实验室考古探源方式，让更多大众

走进文物、感知历史，通过展示考古过程、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帮助大

众更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意义，增强文化自信。”无锡

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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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者
王思北）记者从中国舞蹈家协会获

悉，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

典舞评奖活动日前在沈阳举办。

《骏马图》《散乐图》《觉》3 部作品

经过公示及中国文联审核、批复

后，获得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

奖”古典舞奖。

据悉，本届中国舞蹈“荷花奖”

古典舞评奖共收到来自全国 25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 185 个

作品，最终共有 47 个作品入围终

评。

中国舞蹈家协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本届“荷花奖”古典舞获奖

作品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挖

掘，也有新时代下对文艺精神的

传承，展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

极探索。

3部作品获第十三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古典舞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进行实验室考古。

资料图片

“我们绣工做出来的作品得到版

权保护，绣工们更有创作力，通过我们

的绣品，可以让全国人民了解内蒙古

的发展景象。”谈到版权对非遗文化传

播的作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蒙

古族刺绣协会会长白晶莹自豪地说。

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上，科右

中旗蒙古族刺绣协会被中国版权保护

中心授予“2022 年度十大著作权人

（美术类）”称号，白晶莹作为代表上台

领奖。这一殊荣，成为科右中旗版权

保护助力蒙古族刺绣技艺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又一标志性成果。

目前，白晶莹牵头运营的中国蒙古

族刺绣文化传承保护基地共有绣品

1300余种，登记作品570余件。科学的

版权意识和经营理念，让手工制作的绣

品真正成为叫好又叫座的文化商品。

一花独放不是春。具有“一旗九

乡五非遗”美称的科右中旗有着独具

特色、积淀深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

了蒙古族刺绣，还有乌力格尔、蒙古族

拉弦乐器制作技艺、科尔沁蒙医药浴

疗法、蒙古族四胡音乐等共 5 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科尔沁叙事民

歌、好来宝、蒙古文书法为代表的 18

个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图

什业图皮画、金银器制作工艺等多个

盟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了解，科右中旗先后成立了科

尔沁文化研究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蒙古族科尔沁文化保护协会

等专业机构。在版权保护方面，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开展《著

作权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

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活动，并走到著

作权人身边开展“点对点”作品登记等

版权服务。依托国家级项目争取非遗

保护专项资金，以版权赋能为抓手，激

发非遗创新活力。

在科右中旗的乌力格尔厅，每到

夏季傍晚都有非遗项目乌力格尔、好

来宝演出交流活动。如今，部分非遗

项目音乐作品已经在腾讯音乐上线，

民间传统音乐在更大平台触及更多民

间音乐和传统文化爱好者。

科右中旗乌力格尔艺术家协会会

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力格

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李照日格图说：

“今年，腾讯音乐一次性采购了经过版

权认证的曲艺作品 100 件，平均每件

作品能给艺人带来约 600 元收入，后

续还将通过点播、数字专辑等形式实

现二次销售收入分成。这种方式既保

护了音乐作品版权，也通过获取合法

收益保护了原创者的积极性。”

“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有力

支持全面创新’为主题，我们将继续全

面加强非遗作品版权保护，只有讲好非

遗作品版权保护故事，才能让更多人了

解科右中旗的非遗文化。”科右中旗新

闻出版与广播电视局局长胡日查说。

内蒙古科右中旗：

非遗保护 版权护航
本报记者 高 平 王 潇 本报通讯员 娜荷芽

戏曲传承进社区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桃花镇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积极开展

文化传承特色活动，通过设立黄梅戏兴趣班，聘请戏曲老师免费为辖区小朋友进行黄梅戏教学辅

导，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图为6月3日，小朋友在学习戏曲动作。

陈家乐摄/光明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