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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始

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团结带领全

校广大师生员工立足新时代、把握新要

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综

合改革，在党的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效，全面

开启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新征程，为打造

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

而不懈奋斗。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

学校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切实履行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

责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

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认真

执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三重一大”

制度。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学校实施党支

部建设“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入选

首批江苏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

单 位、江 苏 省 高 校 特 色 党 支 部、江 苏 省

100 个 高 校 党 建 工 作 案 例 ，获 江 苏 省 高

校党建工作创新奖。学校深入落实党要

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总要求，强化党委对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工 作 的 组 织 领

导。全力配合省委巡视工作，加强全程跟

踪、监督检查，按期完成整改。先后实施

五轮校内巡察，覆盖全部基层党组织。针

对发现的系统性、普遍性、倾向性、典型

性问题，推动建章立制。党委、纪委严格

落实“两个责任”清单，形成显著工作合

力，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

治保障。

思政工作扎实有效

学校定期专题研究思想政治工作，

制定“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等相关文件，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修订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

课 程 标 准，推 进“ 思 政 课 程 ”和“ 课 程 思

政”同向同行。目前，学校入选全国首批

职业教育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1 个、示范

团队 1 个、示范课程 1 门、省级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 2 门，入选江苏省教育厅高职

院校“三全育人”工作典型案例 1 项、二

级院系德育特色案例 1 项。此外，学校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配足配齐思

政课专任教师、辅导员、心理健康教师，1

人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1 人获

江苏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

专业建设水平与师资队
伍素质大幅提升

学校持续推进专业链对接产业链工

程，构建了“2 个专业集群+8 个专业群+
N 个专业”的专业体系。园林工程技术专

业 群 入 选 中 国 特 色 高 水 平 专 业 群（B
档），园艺技术、园林技术专业顺利通过

省级品牌专业验收。学校主持和参与制

定 2021 新版职业教育全国专业教学标

准和简介 47 个，创历史新高，31 个专业

开展 1+X 证书试点。目前，学校建成和

新立项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各 1 个，中

央财政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1 个。获

教育部认定国家骨干专业 7 个，国家级

生产性实训基地 2 个。建成国家精品资

源共享课 2 门。学校主（参）编的教材荣

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一、二等奖各 1
项，入选国家林草局职业教育“十四五”

规划教材 16 部（江苏省排名第一）、“十

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9 部（全国

排名第 18 位），入选“十四五”职业教育

省级规划教材 7 部、首批助力乡村振兴

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40 门，立项省建设重

点教材 15 部。

学校的专任教师中博士比例从 7.03%
提升至 15.54%，获得江苏省级以上人才称

号百余人。4 人入选新一届全国行业职业

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增量 3 人。近 5
年来，学校实施人才引进“双百计划”，共引

进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 49 人，新引

聘非遗技艺传承人、产业教授、能工巧匠、

客座教授等 50 余人。学校大力实施“苏农

大师工程”“团队培育计划”“专业（群）带头

人和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双师素质提升计

划”，新增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 1 个，省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等省级以上教科研团队 15 个，全国农业职

业教育教学名师等 14 人。近年来，教学能

力 大 赛 成 绩 位 居 全 国 前 列 ，2021 年、2022
年均获省赛一等奖 7个，全省排名均为第一。

园艺园林师资培训基地被教育部认定为国

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学校入选

教育部、财政部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优质省级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校园文化建设亮点纷呈

学校实施特色文化创新工程，开展“一

院一品一特”校园文化活动，形成了“兴学

劝农”的特色文化育人大格局。弘扬江南农

耕文化，开设农耕文化课程，成立江南农耕

文化研究所，举办农耕文化遗产与乡村振

兴学术研讨会、江南农耕文化月等系列活

动百余场。建成国际花艺交流中心等 9 个

农耕文化展示平台，在建的江南农耕文化

博物馆被列入苏州市“百园百馆”项目。相

城 科 技 园 入 选 中 国 风 景 园 林 学 会 科 普 基

地、江苏省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省休闲

旅游农业农耕实践基地，东山校区入选江

苏省科普教育基地。学校荣获江苏省大学

生艺术展演一等奖等省级及以上奖项 150
余项，入选教育部全国职业院校校园文化

建设典型案例 1 个，学校被中华职业教育

社评为非遗教育特色院校。

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

学校启动实施“三个四”学生成长成才

工程，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职业技能以及创

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学 校 不 断 推 进“556”学 生 创 新 创 业 计

划、“123 百团竞技 ”学生职业技能培养计

划，形成国家、省、校三级学生技能竞赛体

系。学生荣获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一等奖、全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银

奖、“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铜

奖等国家级奖项 70 项，荣获江苏省职业生

涯规划大赛总冠军、江苏省职业院校创新

创业大赛一等奖等省级奖项 115 项。1 名学

生获评全国“最美职校生”、3 名学生获评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毕业生满意度超

过 95%，学校多次获评省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先进集体。由学校主持的办学成果“城

乡一体化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苏南

模式创新与实践”，获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第一名）。

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学校科研平台实现提档升级，新增国

家协同创新中心、江苏省特色花卉工程研

究中心、江苏省常绿果树工程研究中心等

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5 个。

针对产业实际问题开展科技创新，获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省级项目

121 项 ，授 权 专 利 161 件 ，软 件 著 作 权 98
项。学校成立学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促

进成果转化，年均技术市场交易额近 5000
万元。新增花卉果蔬新品种 12 个，其中国

际登录品种 2 个。荣获江苏省农业技术推

广奖二等奖 2 项。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十百千万”工程，服务对象覆盖全国 20 个

省、江苏三分之二的县（市、区）。“江苏省特

色花卉科技兴农服务团队”被中宣部评为

全 国 文 化 科 技 卫 生“ 三 下 乡 ”活 动 优 秀 团

队。学校发挥专业优势，代表省政府参加第

四届中国绿化博览会、第十届中国花卉博

览会，设计并指导施工的江苏园均获特等

奖。推广“校地联动、教产衔接、开放共享、

终身学习”的人才培养模式，累计开展培训

近 10 万人次，职业技能鉴定 3 万人次。

对外交流合作不断拓展

学校与“走出去”企业共建印尼苏州农

学院，与苏州市友好城市刚果（布）黑角市

合 作 成 立 中 刚 地 方 农 业 远 程 科 教 服 务 中

心（郑和中心），培训当地农技人员 。引融

国 际 职 业 技 能 标 准 ，70 多 名 学 生 获 得 英

国 BTEC 职 业 技 能 证 书 。园 林 技 术 专 业

获 江 苏 省 国 际 化 人 才 培 养 品 牌 专 业 资

助 立 项 。招 收 来 自 刚 果（布）、印 尼 等 国

家 的 全 日 制 留 学 生 近 百 人 ，培 养 短 期 留

学 生 400 多 人 次 。作 为 江 苏 省 农 业 国 际

交 流 协 会 理 事 长 单 位 ，积 极 为 外 向 型 企

业“ 走 出 去 ”提 供 优 质 服 务 。先 后 为 土 耳

其 、泰 国 、柬 埔 寨 等“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8
个 国 家 来 华 人 员 开 展 技 术 培 训 。第 5 次

代 表 国 家 主 持 设 计 和 建 造 世 界 园 艺 博

览 会 中 国 国 家 展 园 ，传 播 苏 州 造 园 技 艺

和园林文化。

管理质效不断提升

学 校 修 订 学 校 专 业 技 术 职 务 评 审 办

法，制定学校绩效工资实施办法，完善“1+
3+N”的绩效分配改革制度体系，健全“以

岗定薪、责薪一致、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

考核分配体系。出台学校全面推进依法治

校实施意见，制定 10 大类 50 项信息公开清

单，提高信息公开工作实效。

学校推进校园能源管理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实现校园水电智能化管理。建设网上

办事大厅，上线尔雅、泛雅等网络教学资源

平台，实现 5G 网络校园全覆盖，校园数字

化水平显著提升，学校入选教育部第一批

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试点单位、江苏省

数字农业农村基地、荣获江苏省高等学校

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江苏省智慧校园示

范 校、江 苏 省 绿 色 学 校 等 荣 誉 称 号 。打 造

和 谐 稳 定 校 园 ，圆 满 实 现“零事故”目标，

学校被评为江苏省首批高质量平安校园建

设单位。

抢抓机遇 争先进位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打造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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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检测一等奖
农耕文化短剧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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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雯琪 陈禹衡 张玳宁 李林鹤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格”文学社

近年来，“社恐”和“社牛”成了流行词语，年轻人

纷纷用它给自己或他人贴上标签，以标志自己在人

群中的心理状态。

“社恐”，就是在与他人交往的时候充满紧张或

者恐惧；“社牛”，则与之刚好相反，在大众社会中可

以与陌生的人自来熟，敢于表达，不怕异样的目光，

不怕被嘲笑被关注。目前，这两种说法似乎已经不再

是社交极端心理的表述，也不只是形容极少数人的

专门词语，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在这两个词中选择一

个给自己贴上一个“身份”标签。

你是“社恐”，还是“社牛”？你觉得这样的心理状

态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

作出怎样的改变？⋯⋯带着这些问题，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一格”文学社的同学们展开问卷调查，并

对本校部分同学和老师进行了访谈。

“社恐”或“社牛”，同学怎么看

今年 6月，高考填志愿前的某一天，14班刘雯琪同

学还清楚地记得，在北京大学吉林招生组驻地宾馆的

大堂，八九位家长围着一个干练的男生咨询着填报志

愿的相关情况。那名男生彬彬有礼、侃侃而谈，目光沉

稳而自信，家长们都以为他是北大招生组里的老师，至

少是大三以上的学生，纷纷投来羡慕和欣赏的目光。后

来深入交谈，才知道他是东北师大附中今年高三毕业

生，叫李文铎，因为高考成绩优秀，确定能够被北京大

学录取了，所以被临时请来做招生宣传服务的志愿者。

“太令人敬佩了，绝不只是因为他的成绩。”刘雯

琪说，“如果不自报家门，谁都不信他只是刚刚高三

毕业，他哪儿来的勇气呢？真是一个‘社牛’！”而一想

到自己在班会上做汇报都焦虑得不行，头一天晚上

睡不好觉，讲话的时候手心里也攥满了汗水，自己显

然就是一个“社恐”。

其实，身边像她这样的同学也不少，课堂发言声

音小得老师都听不清；走廊里走路怕遇见别的班级

的熟人，不好意思开头打招呼，甚至走道爱溜边儿，

胳膊直撞墙；家里要是来了客人，出于礼貌打了招

呼，之后赶紧以学习之名溜之大吉⋯⋯

在发放的“你是‘社恐’还是‘社牛’”问卷调查

中，回收 469 份有效问卷。其中，有轻微“社恐”的 287
份 ，占 比 61.19% ，完 全 不“ 社 恐 ”的 有 63 份 ，占

13.43%，比较严重的 77 份，占 16.42%，非常严重的 42
份，占 8.96%，由此看来有很大比例的同学是有轻微

“社恐”的。

在关于“社恐”场景的描述中，有 322 份选择“在

陌生人群中开口讲话”，占 68.66%，其他依次是“路上

怕遇到熟人”，161 份，占 34.33%；“有老师在”，140 份，

占 29.85%；“去办公室问题”，112 份，占 23.88%；“在熟

悉的人群中讲话”，84 份，占 17.78%。由此可见，如何

融入和适应新环境是同学们当前最大的社交困扰。

而关于“社牛”，承认自己完全是的，有 28 份，占

5.97%，“ 偶 尔 在 熟 人 面 前 是 ”的 350 份 ，占 74.63%，

“从来不是”的有 91 份，占 19.4%，“在陌生环境可以

放飞自我”的有 35 份，占 10.45%。由此可见，大家以

为“社牛”是凤毛麟角，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曾有

过人生的“高光时刻”。

关于“社恐”还是“社牛”，高三 8 班张玳宁同学有

自己的看法，他说：“其实，‘社恐’不一定是真正的社交

障碍，也不是啥心理疾病，我倒觉得有的时候给自己贴

上一个‘社恐’的标签，自嘲一番，也能避免很多尴尬。”

当然，他对自己的定义却很独特：“也许我自己总

是在‘社恐’与‘社牛’之间摇摆，要是按照最新的说法，

我应该是另一个标签——‘社杂’。每个人不是都在努

力寻找着自己的舒适圈吗，喜欢清静的时候，我就扮作

‘社恐’，一言不发刚好享受清静，我不是害怕交际，只

是不想交际而已，有的时候也是被别人给贴标签了。”

高三 14 班李林鹤对各种大型活动的主持、策划，

都得心应手，在同学眼里，他就是典型的“社牛”。据

说，现在还有更新的一个词语，也叫“社恐”，是“社交

恐怖分子”，比“社牛”还要高一级。“‘社牛’是你们封

的，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怎么张狂。”李林鹤说，“我性格

外向，从小就爱和各种人打交道，而且这些年的学生

干部工作，让我对抛头露面这样的事情觉得都很自

然，你们以为的‘社牛’，其实不过就是他自己选择的

合理或者合适的状态而已。”

大型“社牛”的这番感言其实还是蛮具有“杀伤

力”的，在我们看来的社交“天花板”，在人家那里不

过就是人生常态而已。对此，高三 25 班的王泽宇也

有自己的感慨，他曾在暑假和他的电声乐队成员一

起，在桂林路商圈、南湖公园等地进行户外演出，周

边来来往往的行人、驻足观看的观众，绝大多数都不

认识，他就像“开了挂”的网红，和大家自来熟地说着

话、唱着歌、打着招呼，那个炎热的夏天里，伴随着音

乐的，就是一张典型的“社牛”笑脸。

“别人以为我死皮赖脸甚至不要脸，还要替我尴

尬，我也挺不理解这些人的。青春的年纪，我们对周

围人报之以歌，我们点燃夏天的同时也释放自己的

热情，这有啥不好的？只不过我做的事，很多人背地

里羡慕嫉妒而又不敢做而已。我觉得当个‘社牛’也

不错，至少我现在什么都可以直面。”王泽宇说。

“社恐”成因面面观

“社恐”和“社牛”在学生眼里不是稀有“病种”，而是

人生常态，我们看来也可以坦然了，至少不必过分担心，

因为这大概率是与同学们给自己朋友圈、QQ号码做的

标签一样，有时候也许通过这个标签实现了“自嗨”。

“不过，我们还是要审视一下同学们产生‘社恐’

的原因，这样才能有机会对自己的心理及行为进行

适当的干预和调整”。“一格”文学社指导教师、语文

学科周海燕老师说，“年轻人的心理有时候有点说不

清，比如，我们既有胆量和陌生人说话，又害怕在陌

生人面前开口；我们愿意熟人间交往，但有时又不愿

意和熟人来往；我们渴望自己受到关注，但是又担心

自己出糗，遭到批评，被取笑，等等。”

“我觉得我的‘社恐’心理主要还是缺乏自信，其

实我的性格挺开朗的，如果再深入研究缺乏自信的

原因，恐怕就得归结到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教师，他

们平时对我的要求既正统又严厉，我自小就总怕自

己哪里表现不好，会遭到爸爸妈妈的‘苦口婆心的指

点’。”刘雯琪同学从自身和家庭的原因进行分析。

高三 3 班陈禹衡同学来自实验班，班级大咖云

集，同学中既有“社恐”，也有“社牛”，他说：“其实，竞

争压力是‘社恐’的主要原因，人们在竞争对手面前，

更喜欢隐藏实力，主动选择当个‘社恐’，也未可知。

至于那些大神嘛，他们从来都活在自己的学习世界

里，从来不会考虑外界的眼光之类的，所以‘社牛’其

实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至少在我们班级，大家

都相安无事，谁也不把谁当另类，允许并接受每一个

人的存在，不也很好吗？”

周海燕老师分析认为，当代中学生在社交方面

的确面临挑战，我们的父母以及祖辈们，社交能力很

强，也是和他们当初的社会形态有关，集约型的劳

动、开放型的社区，都促使他们与人沟通无障碍。而

现今的孩子们，网络时代本身就让人孤独，再加上生

活节奏快、学习任务重、竞争激烈等，自然形成不爱

表达、不爱沟通的习惯，久而久之似乎就成了自己的

一个标签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轻松撕掉标签，关键

是我们是否主观上接受这样的状态。

其实，接受采访的很多同学都表达出对自己目

前现状的不满意，有时只是在等待一个契机，或者一

种情境，能够让自己做出改变。我们很多人对“社牛”

充满羡慕，对“社恐”表示理解，更希望自己活在介乎

两者之间的位置上。

新环境，新“人设”

再有一年就要升入大学了，如果换个环境重新

开始，你打算开始一段新的“人设”吗？当这个问题抛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眼前一亮，在对未来的设计

中表现出对当前状态的主动调整。

调查结果表明，有 49 位同学希望自己将来做个

“社牛”，占 10.45%；有 371 人希望自己“变得开朗大

方 但 不 是 社 牛 ”，占 79.1%；只 有 28 人 选 择“ 主 动 社

恐，远离交际”，占 5.97%。以此看来，年轻人更多还

是期待自己在社会交际中能够占据主动权，虽然不

是过分张扬，但是开朗活泼、大方得体、主动阳光，这

些积极的心态都是同学们所喜欢的人设。

看着调查结果，刘雯琪同学感慨道：“其实有不少

人的‘社恐’，都是青春期成长路上的一点点羞涩，只

要我们不过分放大，静待花开，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敞

开心扉。我们还没在社会上锻炼，我们还缺少机会。”

“贴个‘社恐’或者‘社牛’的标签也无所谓，它不

代表我是‘病人’，它只是代表我喜欢的一种生存方

式而已，所以没必要纠正，没必要紧张，没准在某个

意外的时刻，我会成为自己想不到的自己。”李泽厚

同学对此充满乐观。

“‘社恐’还是‘社牛’不是时尚病，而是青年的一

种生活状态，社会多点包容，给人以机会；朋友多点

掌声，给人以肯定；自己多点勇气，给自己以胆量。让

每一个小心翼翼开放的花朵，都感觉到阳光的美好，

都能舒展，就是最好的状态。”周海燕老师对同学们

的调查结果总结说，“至于‘社牛’嘛，我相信他们都

有自己把握的尺度，只要不是病态和哗众取宠，我都

支持和赞赏！不过我提个建议，没必要等到上大学的

那一刻，要有所改变，随时都可以！”

经过调查和采访，“一格”文学社的同学得出以下

结论：不要把“社恐”或者“社牛”看成是病态，它是青

年给自己选择的一种标签，但又不是撕不掉的标签。

“社恐”者有人愿意维持现状，保持安静，有人希望得

到勇气改变现状，“社牛”者有人病态炫己，我们要漠

然以对，如果是彰显青春，张扬个性，我们也觉得无可

厚非。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舒适圈”，不较劲、不刻

意，也许会给紧张的岁月带来些许安和。

一份中学生对自己的调查和报告——

茫茫人海，你是“社恐”还是“社牛”

孙琪玮
（清华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初二8班）

我一向是个胆小的人，每次
去游乐园都对那阴森森的过山车
敬而远之。

那是北京的一处游乐园。已
经在其中畅游了一整天的我玩遍了所有项目，却
和以往一样对过山车只字不提。每次响彻天际的
轰鸣，都令我为之一颤。那便是过山车的怒吼。

细若游丝的铁轨飘在空中，任凭千钧之重的
小车滚动着高速碾过，翻起波涛般的疾风。乘客的
脸在飞驰中模糊，只留下一道残影。光是旁观也足
以使我倒吸一口凉气。可以想象：极大的重力撕裂
战栗的躯体，震耳的咆哮湮灭惊惶的尖叫。这样的
浮想联翩让我从未想过踏上那追魂夺命的列车。

“走，我带你坐过山车去。”爸爸突然的提议令
我慌乱不已。“不，不。”我坚决地回应，毫不迟疑，神
情却已经流露出惊恐。他当然早有准备，用手一指：
只见不远处缓缓上升的小车上坐着个小男孩，稚嫩
的面孔上竟显出气定神闲。我当然不肯承认自己还
不如一个小娃娃，咬咬牙径直冲入了排队的人群。

“也许过山车没那般可怖哩。”我安慰自己道。
一进去，我又即刻后悔万分。屋子里塞满压抑

的人群，黑压压连成一片。车轮摩擦铁轨发出的凄
厉尖叫声在这里愈发真切，愈发诡异。明媚的阳
光、悦耳的嬉笑声同一切美好的事物通通被恐惧
的气息隔绝，让人喘不过气。这恐惧无时不弥散在
空气中，也在我心里潜滋暗长，消磨着我的勇气，
鼓励着我退缩。冷汗骤然冒出来，贴着脖子滑入衣
领，冰冷直入骨髓。心脏跳得起劲，像笼中之鸟，不
停冲击着禁锢它的胸腔。双腿吓得发软，只是在人
们的推搡中才勉强迈开步子。四周有几声叹息声，
那是同我一样恐惧的人儿。

终于，前面的人消失，该轮到我上车了。我几乎
想拔腿就要跑路，但又马上定在原地。孟子说：大丈
夫，威武不能屈。我虽称不上什么大丈夫，但也绝对
不想当懦夫，于是心一横，颤颤巍巍挪上了车。随着
安全带的拉紧，心中的恐惧开始如烈火般燃烧：眼
前就是陡然上升的轨道，似一只魔爪向我伸来。

后背被狠狠一推，车载着我们直冲云霄。我大
叫一声，飞速向下跌去。风划过我的脸，一切向身
后飞逝，而恐惧感突然烟消云散，却有一股轻快的
感受袭来。

很快我从车子上下来，带着激动与自豪。
我总算创造了新纪录，那样的勇敢是我前所

未有的。
我想，许多没有尝试过的事物，我们以后大可

以试一试，没准就会发现：原本令我们敬而远之的
东西也没那么糟。

过山车惊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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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查
树 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