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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志愿服务

朝专业化方向发展

本报讯 （记者王烨捷）“下一站，公
益-暖心站”上海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
行动” 主题日活动暨上海医师志愿者联
盟、 上海宣传系统青年志愿者联盟成立
大会，日前在上海影城举行。据悉，两家
专业志愿者联盟成立后， 将为残疾人提
供专业帮扶。

医师志愿者联盟近期将开展一次大

型科谱讲座，组织两次义诊活动，编写残
疾人专用医学知识读本； 宣传系统青年
志愿者联盟将定期提供无障碍电影观

赏———这是市政府实事项目， 能让视障
人群走进影院， 享受上海广播电视台播
音员和主持人现场提供的讲解服务。据
了解， 上海全市目前已至少有17家影院
开设无障碍电影专场， 为更多视力残疾
人走出家门、 走进影院观赏到最新最热
影片创造条件。

这两家联盟的成立， 是上海志愿服
务在专业化发展方向上的探索。 今后团
上海市委、 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将进一步
凝聚行业力量成立更多按类别划分的专

业志愿者联盟， 进一步提高志愿服务专
业化水平，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东北大学:为工科学子添一分人文气质
本报记者 王 晨

通 讯 员 王钰慧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
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这昭
示了欲望过分膨胀、 贪图物质享乐隐匿着
莫大的祸患， 而无为而治、 知足不贪、 慎
终如始， 正是老子的为政之道。” 在东北
大学何世礼教学馆， 文法学院的张雷教授
为同学们精彩演绎 《老子的为政之道》。

“我们工科学生格外需要提升文化底
蕴， 能在课堂中学习到诸子百家的宝贵思
想， 徜徉于中华文明的大美意境中， 实在
是一大享受！” 东北大学2015级土木工程
专业张晶东同学说。

近年来， 工科特色浓郁的东北大学不
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人文滋

养， 让传统文化走进课堂。 通过营造浓厚
氛围让传统文化的甘霖浸润校园的每一个

角落， 让优秀传统文化照亮学子的精神家
园。

“秒杀” 课程，“精美的石
头会说话”
能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 学

生们津津有味地聆听由东北大学资源与土

木工程学院关子川教授讲授的传统文化系

列选修课之 “精美的石头会说话———中国

玉文化”。
多年从事玉器宝石研究的关子川教授

将中国玉文化与玉石品鉴知识结合起来，

讲得有声有色。 “玉文化包含着伟大的民
族精神 ， 体现为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
节、 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等。 由于玉
的外表及色泽， 人们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
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 作为 ‘君
子’ 应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 因此，
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 是中国文
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理学院的大一男生王俊得意地透露，
这可是他从这学期东北大学开的传统文化

系列选修课里 “秒杀” 到的一门课程。 学
了几节课以后 ， 他已经可以将 “王执镇
圭、 公执桓圭， 侯执信圭、 伯执躬圭、 子
执谷璧、 男执蒲璧” 等玉器代表的政治等
级娓娓道来。

东北大学利用 “建龙大讲堂” “人文
素质提升选修课” 等平台开设了品类丰富
的传统文化课程， 为广大学子提供了一场
场传统文化盛宴。

在2015年东北大学开设的53门人文艺
术类选修课程中， 包含20余种和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 《中国画山水花鸟
画临摹》 《中国古典名著赏析》 ……一门
门富有特色、 妙趣横生的课程每每让同学
们在选课时 “严阵以待”， 只盼能选到自
己青睐已久的传统文化课程。

朱利是东北大学艺术学院专业的书法

教师， 她的课总是叫好又叫座， 32学时的
选修课通常要靠 “人品爆发” 才能选上。
“学习书法不仅可以欣赏王颜柳欧的神采
飞扬， 培养恒心和毅力， 还可以让急躁的

性格慢慢变得沉静稳重， 因此这是我们最
喜欢的选修课之一。” 东北大学信息科学
与工程学院大二的闫思宇同学说。

在东北大学， 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课
程还以 “O2O” 的模式为学生提供精神
食粮。 孙新波教授的 《易学与中国管理艺
术》、 赵越教授的 《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
生修生养性 》 分别上线东北大学慕课平
台， 《老子的人生智慧》 等课程还多次入
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自强不息、知行合一”传
递传统文化精髓理念

《离离原上草 》， 一部由东大学子自
编、 自导、 自演的以校史为题材的话剧，
在学校汉卿会堂首演后， 获得广大师生的
一致好评。 应师生的强烈要求， 又加演了
4场， 演出场场爆满， 入场券均在几分钟
内便被抢完。

这是一部由小人物看大历史的文艺作

品， 荡气回肠的剧情和话剧团演员们声情
并茂的表演， 彰显了东北大学深植血脉的
家国情怀。 通过深入挖掘学校精神传统中
蕴含的爱国爱乡、 自强不息的传统文化精
髓，东北大学发挥校园文化的积极作用，营
造优秀传统文化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氛围。

“武术协会”“木兰汉服社”“基云相声
社”等10多个研习传统文化的学生社团，连
续多年举办的民族乐器专场晚会、 古典诗
词朗诵节、梨园经典京剧晚会等活动，把传
统文化的甘霖洒向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每天晚上， 在东北大学五五运动场，
武术协会的成员们都会在这里集结 、 训
练、 比拼， 充满朝气的呐喊声、 整齐炫酷
的招式无不向同学们展示着中华武术的精

气神。 武术协会由太极队、 传统武术队、
双截棍队等队伍组成， 在今年的 “精武之
夜” 武术节上， 东大武协和校内社团剑道
社、 梅花桩武社同台演出， 精彩纷呈的表
演不仅使本校学生被中华武术的魅力深深

折服， 更引来热爱 “中国功夫” 的留学生
们高声欢呼。

东北大学的校训 “自强不息、 知行合
一” 传递的价值理念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精髓高度契合， 是学校弘扬传统文化的
鲜活载体。 目前， 校训已被全方位纳入学
校视觉识别系统， 作为制作学校宣传片和
各类宣传展板的基本元素， 让新进校的师
生员工在第一时间了解感悟校训精神， 也
使老东大人在耳濡目染中践行东大精神。

漫步在东北大学美丽的校园， 人们会
发现多个和 “知行 ” 有关的景观 。 知行
楼、 知行广场、 知行路……一个个以校训
为内容的标志景观蕴含着对代代东大人为

学、 为人的要求和期许， 已被固化为学校
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东
大学子埋头实干、 为国担当的精神气质和
价值取向。

推动传统文化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

“力行近乎仁”， 东北大学在知行合一

上下功夫 ， 让传统文化中 “仁者爱人 ”、
“孝老爱亲”、 “勤俭节约” 等价值观在学
生的思想中生根， 在人人践行的良好风气
中勃发。

今年的学雷锋日， 校团委、 大学生志
愿者协会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开展 “甜心
行动 ” 志愿服务活动的倡议 ， 将志愿服
务活动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结合起

来， 围绕 “关爱基层劳动者 、 关爱留守
儿童、 关爱空巢老人、 感恩父母和亲人”
四类主题 ， 面向孤寡老人 、 残障人士 、
农民工子女等弱势群体开展志愿服务帮扶

活动。
教师节到来前夕 ， 东北大学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少了抱着大束鲜花 、 提着
硕大果篮到老师办公室忙前忙后的同学

的身影， 多的是同学们集体为老师送一
张贺卡 、 一句祝福 、 鞠上一躬的感人场
面 ， 师生们约好要共度一个 “绿色教师
节”。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倡议摒弃以往在

教师节为老师送花、 送礼物的旧俗， 在全
体同学中开展 “一句真诚的祝福、 一个标
准的敬礼 、 一份完美的答卷 ” 的 “三个
一” 活动。

秉承 “‘成功与成才’ 是送给教师最
好的礼物” 这一理念， 活动不仅在信息科
学与工程学院收到良好效果， 更在全校范
围内铺开， 得到学校各个学院的积极响
应， 让师生情谊在 “绿色教师节” 得到了
升华。

相爱，在同一个频率
实习生 章 正

2006年 ， 生长在秀丽江南的女孩丁
， 与驻守在唐古拉山的边防战士邱宏涛

在浙江湖州悄悄登记结婚。 没有婚纱照，
没有大宴宾客， 两个人只是花了一百多块
钱吃了一顿火锅。

这位姑娘也是 “铁了心” 了， 自从去
了一趟唐古拉， 一回到浙江， 就辞去国企
的会计工作， 准备去陕西大山邱宏涛的老
家生活。

这一切 ， 立即引爆了丁 的家庭矛

盾。
“我依然记着离家时的场景， 父亲说，

我要是嫁给邱宏涛， 就当没有生过我这个
女儿。 母亲在旁边一直哭， 就连平时最宠
我的外婆也拉着我， 让我觉得苦就回家，
说家人不会怪我的。”

其实， 一向不善言辞的丁 一直试着

说服家人， 可每一次聊天都换来了不欢而
散。 她说服不了家人， 但更说服不了自己
不嫁给军人。

她和邱宏涛相识于1998年。 当时的丁
很单纯 ， 通过另一名军嫂认识了邱宏

涛。
“当我接到他第一封信的时候， 我本

想看完之后就扔了。 可是， 信从海拔4860
米的唐古拉山寄过来， 觉得很不容易， 我
看完后就给他回了信。” 说起两个人的感
情， 丁 脸上依然挂着少女般的腼腆。

在各自的青涩年代， 她和邱宏涛成了
笔友， 谈工作学习， 谈理想生活， 见证彼
此成长的点点滴滴。

从唐古拉到浙江， 一封信最快要15天

才能到达对方的手中。 丁 的课余时间在

等信、 收信、 读信和回信中度过， 又给了
她难得的充实。

丁 有一次这样写道： “我希望清晨
推开窗的那一刻， 你能站在唐古拉的风里
云里， 感受到我炙热的心意， 期待我们春
暖花开的时候……” 然而 ， 第一次见面
后， 她跟邱宏涛上了唐古拉， 才发现那片
高原根本没有春暖花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丁 每天写信。
用她自己的话说， 写信就像写日记， 也不
觉得烦。 她有个习惯， 就是写完信之后，
马上就寄出。 可是， 邱宏涛却无法那么及
时， 只有待部队的补给车来到连队， 他才
能把积累下的信件寄出。 因此， 丁 总是

一下子能收到很多信件 。 每次一封封拆

信， 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来来往往， 8年
间， 他俩累计寄了三千多封信件。

文字中的爱情总是充满甜蜜， 可当爱
情遭遇现实也会让人难堪。

“在秦岭深处， 我磕磕碰碰地当起了
‘山里媳妇’。 上山 ， 割草捡柴 ， 手上经
常剌出好几个血口子 ； 做饭 ， 不会用柴
火灶， 生不着火， 烟熏得满脸都是眼泪；
种地 ， 从挖坑播种开始学 ， 移半亩水稻
秧 ， 别人两三小时的活我却要干一两
天。” 说起生活的艰辛， 丁 显得有些动

情。
她说： “怀孕期间， 我拖着笨重的身

体买菜、 做饭、 洗衣服， 帮体弱的婆婆料
理家务， 帮年迈的公公到地里干活。 由于
低血压， 我经常头晕， 有时会因为重心不

稳跌倒， 休克过去。 过一会儿自己醒了，
扶着墙根儿慢慢站起来， 缓过来之后， 偷
偷摸摸去医院做检查， 胎儿稳定了才放下
心来。”

“我也想过， 如果不是嫁到这里、 嫁
给高原军人， 我也可以当十个月的少奶
奶， 被丈夫捧在手心里 。 我也曾想把这
一切都告诉宏涛 ， 告诉他我是多么的委
屈 。” 这位干活从不惜力的 “女汉子 ” ，
其实有着一颗柔软的心 。 即便如此 ， 为
了让在高原的丈夫安心工作 ， 她选择承
受。

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由于孕
期缺少营养和休息， 孩子早产了。 直到孩
子满月， 邱宏涛才执行完任务匆匆回家。
一放下行李， 他就抱起孩子， 禁不住热泪
长流。

如今， 他们的孩子已经8岁了， 邱宏
涛已经晋升为三级军士长， 依然驻守在唐
古拉山。 不变的是， 丁 与他， 依然是一
年见一次。

云南大学生
志愿奉献“南博会”
本报讯（刘春媛 记者张文凌）在日

前结束的“中国-南亚博览会 ”上，团云
南省委副书记任远征为13名志愿者过了
一个集体生日， 他说：“希望南博会志愿
者的经历成为你们人生中最难忘的回

忆。”
本届南博会规模较往届提高1倍，入

场总人数7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这对场
馆内外的志愿服务工作是一种考验。来
自云南22所高校的近2000名志愿者，参
与的服务包括问询服务、秩序导引、接待
协助、语言翻译、参观协助、媒体服务、活
动（论坛）组织协助、组织方工作协助、安
全保障、展区清洁等10类。

5天时间里，百名骨干志愿者、千名
展区志愿者、万名城市志愿者队伍在场馆
内外辛勤工作，提供道路交通指引、信息
咨询、南博会宣传、文明倡导、秩序维护、
应急救援等志愿服务， 一些青年文明号、
团组织窗口单位等还分别开展具有行业

特色的便民服务活动。
本届南博会上， 从志愿者的服装设

计、宣传片制作、志愿者之歌《白云朵朵》
的创作到志愿者卡通形象设计等， 青年
志愿者全程参与，志愿者团队还设计开
发了APP志愿者宣传平台， 不仅为游客
提供志愿服务信息， 还成为志愿者、 参
展商等沟通交流的新媒体平台。

今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回首过
往的岁月， 沈阳市中医药学校可谓捷报
频传，喜讯连连。1999年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批准为 “国家局级重点中等中医药
学校建设单位”；2002年被辽宁省教育厅
确定为 “省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2003
年，被辽宁省教育厅确定为“省级示范中
等职业学校 ”；2004年被教育部批准为
“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2014年，被
辽宁省教育厅确定为 “辽宁省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这一个个成功， 凝聚了沈阳市中医
药人许多的心血和汗水， 展示了沈阳市
中医药人 “坚持走自己的路， 干自己的
事，圆自己的梦，不管东南西北风，坚持
改革不放松”的风采。

面向大众 凸显优势承载使命

医药学本身属于应用学科， 医学教
育就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 我国目
前绝大多数医科大学走的是一条学术引

导型发展的精英教育之路， 而我国的国
情决定了大众化应用型医学教育是一条

必由之路。 沈阳市中医药学校校长陈玉
奇表示，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技术应
用型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这也与近年
来国家教育部门要求地方要办应用型学

校不谋而合。
几十年来， 学校秉承着以就业为导

向，以育人为目标的办学宗旨，将德育教
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通过道德培养
及社团活动等方式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在教学方面，护理、中药专业
是辽宁省省级示范专业， 涉外护理、口
腔、药剂、中医康复等专业是学校重点打
造的品牌专业。 学校的教学紧密结合临
床实践，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真正做
到实训、实习、就业零对接，学校拥有配
备先进、门类齐全的实验室62个，能充分
满足学校各层次、各专业学生的实验、实
训需要，现有实训设备1670余万元，实验
开出率98﹪以上。

质量至上 专业布局夯实根基

办学质量是一所学校的生命线，人
才培养是学校质量的核心标准。 学校教
育如何适应基层医药卫生事业发展需

要，突出办学特色，优化调整结构，深化
办学内涵，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辽沈经
济发展和医院用人需求、 岗位需求为依

据，以就业为导向，积极推进专业建设。通
过不断调整专业结构， 在原有优势专业的
基础上不断拓展， 形成能够适应区域医院
发展需求，有一定办学特色的专业布局，更
好地为各级医院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机制完善。学校成立了由医院专家、专
业带头人、 骨干教师组成的专业建设指导
委员会， 形成完善的专业建设工作制度和
流程。有效开展理论指导、政策指导、质量
指导、经验指导、信息指导。积极开展相关
专业市场调研， 形成各年度各专业调研报
告，每年定期举行专业指导会议，进行专业
结构优化调整， 实现专业建设紧跟医疗市
场发展。

专业设置随着医疗发展方式转变而

“动”。 学校的专业随着医疗市场的发展不
断进行调整， 从原来的单一护理专业不断
进行调整，现在形成以护理专业为主，以中
药、药剂、口腔修复工艺、医学影像技术、医
学检验技术、康复技术、中医康复保健、卫
生信息管理等小专业为辅， 全面推进专业
的升级和发展进程， 配合医疗市场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 更好地为医疗市场的发展
服务。

专业设置跟着医疗产业升级而 “走”。
构建以高比例双师团队及先进实训条件为

保障，学校医院深度融合，理实一体的培养
模式。 形成以内涵建设为引领， 求规模发
展、求质量提高、求数量稳定、求品位提升
的专业建设思路。 专业建设与医疗产业建

设紧密对接，通过专业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办学效益和辐射能力， 全面提升学校办学
实力及服务患者的能力。

专业建设围绕医疗技能型人才需求而

“转”。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专业
教师共同研究分析医疗市场的社会背景、
行业背景、人才需求现状，帮助学校准确把
握与专业相关的医疗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变

化趋势，结合学校专业发展实际，实现学校
医院订单式培养， 适应医疗市场需求的人
才定制培养， 更好地解决学生就业及发展
问题。

专业设置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 “变”。
经过对医疗市场周密细致的调研、 研究和
论证， 学校加强了涉外护理专业、 中药专
业、口腔工艺技术专业、康复专业的办学力
度，使学生不仅能面对国内的医疗市场，也
能面对国际的医疗市场， 以适应医疗市场
变化的需求。

医校协同搭平台 实践培训出人才

唯审时，方能驾驭未来。多年来，沈阳
中医药学校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建
立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多元办
学体制，成立了校企合作专门机构，制定了
《校企合作制度》， 签订了 《校企合作协议
书》，实现了学校办学育人、行业企业全程
参与的新模式。

学校与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沈
阳医学院沈洲医院、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

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 、 沈阳市第五人民
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总医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2医院、 武警辽宁总
队医院、 北京首钢医院、 北京地坛医院、
北京武警总队医院 、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三一三医院 （葫芦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四〇六医院 （旅顺）、 苏家屯区中心医
院 、 新城子区医院 、 新民市人民医院 、
青岛丽恩福义齿有限公司 、 沈阳恒大义
齿加工厂等40余家医院 、 企业签订了实
习协议。

学校积极开展订单培养， 现与解放军
第202医院、沈阳恒大义齿加工厂、美国义
齿协会、新民东新药业、沈阳市天桥中医院
等10余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培养协议， 覆盖
了口腔修复工艺、中药、药剂、护理、康复技
术等专业。 学校与订单企业共同探索校企
合作、产教结合的订单培养模式，并依托订
单企业在行业内拓展实习就业基地， 不仅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顶岗实习机会， 而且
为学生就业提供了保证。 学校现有订单班
级15个，在校生371人，订单班毕业生的专
业技能基本符合订单企业需求， 毕业生在
订单企业就业率达99%， 部分订单专业学
生供不应求，真正实现了校企一体、产学一
线，校、企、生三方共赢。

唯度势，方显峥嵘风流。围绕产学研一
体化，学校利用自身教育资源，积极服务社
会，开展针对政府、事业单位以及其他院校
委托的培训。

学校成立信息培训中心， 承接培训工
作和开拓培训市场 。 制定了培训工作制
度： 包括 “教师工作制度” “学员规章制
度” “教学管理制度” “考勤管理制度”。
做到培训有章可循。 与其他医学院校合作
的委托培训， 有协议， 坚持考勤、 考核。
组织管理严格， 受到学员及委托学校的一
致好评。

同时，学校面向社会开展培训，为社区
科普大学开展健康讲座，包括心理健康、饮
食与健康、常见病的健康护理等课程。另外
开展中级保健按摩师培训、 妇幼保健员培
训、药剂员培训、药品购销员培训、医疗信
息技术培训。 在本校开展护士执业证书考
前培训，护考合格率达80%以上。受中国医
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委
托，先后承担了临床医学、护理学、中药学
等专业的专科、本科学历继续教育，为在职
医护人员的学历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并受中国医科大学委托， 开展乡村医生培
训。

联手出击 “四个一体”开新花
沈阳市中医药学校坚持“人才立校”战

略，走“四个一体”的人才培养思路，实施工
学结合、校企合作，德技双修的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毕业生质量高、平均就业率高。

工学一体。学校采用产学合作、工学结
合即学校与医院合作、 学校与企业合作的
办学新模式，通过与行业合作办学，形成了
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办学模式， 医疗
卫生单位、 企业直接参与学校的真实或仿
真实训基地建设，行业精英参与课程标准、
质量评价的制定，行业专家、能工巧匠到学
校参与教学过程， 真正体现了中职教育开
放性和实践性。

产、教、研、学一体。学校采用“做中学，
学中做”的方式，研究基础教学和专业教学
任务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途径，
强化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建成设施完善的
实训室50余间、 开发拓展校外实习基地39
个，真实和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增强了教
学的实践性。

学业教育与德育教育一体。 学校坚持
“做人，做职业人，做社会人”的理念，以德
育为先，学生为本，自我价值体现为原则，
以生命德育、生存德育、生活德育、生态德
育为基础，以德育教育为核心，以心理教育
为重点，进行德育教育改革，使学业教育与
德育教育有机结合， 培养德技双优的合格
人才。

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 学校结合学生
特点分段教学实行“2.5+1+0.5”教学模式，
即四年制护理、 助产专业， 两年半在校教
学，一年在医院实习，半年回校进行强化专
业理论和技能培训， 备战国家职业护士资
格证考试及中职升高职考试， 这种教学模
式符合认知规律， 即从理论知识到实践中
应用，再通过客观实践深刻理论认知，十分
适合基础知识薄弱的中职各专业学生，实
现人才培养目标。

日暖风和映桃李，笔酣墨浓写春秋。沈
阳市中医药学校的毕业生以“素质好、理论
实、技能强”而闻名，普遍受到行业企业的
欢迎， 许多毕业生已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业
务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更有毕业
生自主创业，已小有名气。韩春荣，1987年
毕业于该校护理专业， 现任沈阳何氏眼科
医院院长助理、工会主席，曾获得“沈阳市
双先双优优秀共产党员” 等荣誉称号。杨
倩，1987年毕业于该校护理专业，现任沈阳
市安宁医院业务副院长， 先后获得沈阳市

“百名优秀护士”“三八红旗手” 等荣誉称
号。鞠俭奎，1996年毕业于该校中药专业，现
任辽宁中医附属二院党委副书记……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如今的沈阳市
中医药学校， 沐浴着全国教育改革的春
风， 正以崭新的面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
来。我们坚信，在沈阳市中医药学校的发
展史中， 她的优秀儿女必将会谱写出更
加辉煌的教育篇章！

（徐鹏 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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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风破浪 为辽宁医学职业教育领航
———沈阳市中医药学校发展之路

课堂教学

教学楼

在解放军第202医院实习的学生

康复实验

静脉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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