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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劳模学员分会举行签约仪式

读懂劳模 传承匠心

这场活动，也是学校挖掘劳模育人资源，把

劳模育人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发挥劳模在“三全

育人”中作用的一个缩影。

谈立群副校长介绍，2018年，学校邀请徐

虎、杨怀远等“全国劳模”和同学们面对面谈劳

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学生中引发强烈

共鸣。“希望劳模和我们走得更近些。”很多学生

在《青春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顺应学生的心声，今年上半年，该校的“学

劳模班”应运而生。“不分专业，全校学生自愿

报名。”学生健康成长指导中心主任陆建超介

绍，每周五，“学劳模班”的同学都有机会与劳模

面对面，通过讲座、参观、结对等不同形式，切身

感受和学习“劳模精神”。

活动当天，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和上海市劳

模协会工会管理学院劳模学员分会举行签约仪

式。充分运用劳模技能优势、特长优势，通过“劳

模进校园”在学生中开展授课、讲座；发挥“劳模

名片”的优势，邀请学校年轻教师走出学校，走

进劳模工作室参观和交流……通过系列活动，从

思想、技能、未来职业规划等方面，全方位发挥

劳模学员分会协同育人作用，为学校培养高素质

技能人才助力。

该校党委书记朱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

来，学校将常态化用好劳模资源和劳模协会

资源，发挥效能，做出品牌。包括打造“匠心

馆”，营造浓厚“匠心匠意”校园文化氛围；开展

劳动竞赛，讲好劳动故事；探索职教劳模教育

新路径，铸就合力育人新机制，共建理论研究

课题；用好“五老”资源，加强关工委建设，为

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家校共育，打下扎

实基础。

每个劳模都是“一本书”，翻开这些厚厚的书，同学们将

解读到劳模工匠用一生书写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11

月30日下午，21位来自各行各业的全国劳模、市级劳模走进

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17个班级，与同学们“零距离”对话。

记者 徐红清 摄影报道

从当学徒给师傅打下手到不断钻研西餐技

能，从上海大厦餐饮部一线厨师成长为管理人

员，“全国劳动模范”陈燕平走进学校电子专业

24062云南班，与同学们分享自己工作中记忆犹

新的经历——入职第四年，第一次参与了接待南

斯拉夫总统餐饮工作；APEC期间，全程参与接

待国家元首餐饮工作……从菜单的安排、原料选

择到餐饮服务人员的安排、每道菜肴上菜时间的

把握等，整个过程不能有丝毫差错，体现了国家

外事接待餐饮部分的高标准。

“只有学好本领，才有更多的选择。”陈燕

平老师向同学们传授自己如何钻研技能的“秘

籍”：“要敢于吃苦；要虚心向师傅学习；要学会动

脑子，多问为什么；更重要的是，要精益求精。”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学习，而且要善于动

脑筋、善于思考、善于学习。”不少劳模在分享自

己经历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点。“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逸群走进24024数控

中高贯通班，分享自己在读大学期间遇到的事。

1984年，已经被媒体冠予“活校表”称号的

李逸群，参加了上海市成人高考，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1987年，工厂引进了德

国的冰箱压缩机生产技术，派他在读大学期间

去德国全面掌握自动生产线的操作及故障排

除。拆卸的装备分三条船运回国内，其中一条船

在途中发生沉船事故，造成了部分设备和技术

资料的缺失，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他边读边学

边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完成了设备安装、调

试、试生产，一直到正式生产，为工厂节省了数

十万元的费用，化解了海难遭受的损失。

短短一小时的分享，让劳模和同学们都显

得意犹未尽。云南班李俊萱同学向记者阐述了

她理解中的“劳模精神”：“就是能够积极面对困

难，不怕吃苦，勇于担当。”她表示，陈燕平老师的

成长经历给了她极大的鼓舞，今后学习中将以陈

燕平老师为榜样。

记者 郭漪

为了培养普通中小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

意识，早在2013年，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就开

始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职业体验活动，受到

中小学生的普遍欢迎。

今年，作为上海优质中职学校培育单

位，学校开发了一门职业体验课程《室内设计

小达人》。近日，学校教务科、环艺教学部相

关教师前往上海航华中学，携手普教学校开

展普职融通项目合作。

环艺教学部徐文彦作为主讲老师，以

“室内设计”为题，通过“室内设计是什

么？室内设计师应具备哪些职业素养？如何

进行室内设计？”三大模块，为航华中学的

学生展现了一堂精彩的室内设计体验活动

课。课堂上，师生双方互动热烈，同学们纷纷

通过自身的家庭居住环境来阐述对“室内设

计”的认识。

上海航华中学张静老师表示，上海市建

筑工程学校的这堂课，让孩子们体验到劳动

的快乐，通过“小体验”去触发自己的“大未

来”，让他们了解和发掘自己的潜在能量，展

望并遇见未来的自己。

家居“小体验”
触发“大未来”

多样式多途径传承“匠心”

劳模工匠传授成长“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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