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卞虎将获得
的 5000 元“企业奖学金”全数交给了母亲。 他告诉母亲，
自己已在企业实习，第一个月工资是 3569 元，后面每 3
个月上调一次工资，等明年 6 月拿到毕业证后就能成为
正式员工。

卞虎获得的奖学金由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颁发。9 月 18 日，学校举行 2019 年“恒立学院”奖学金发
放仪式， 该公司为卞虎等 34 名优秀实习生颁发了奖学
金，共计 10 万元。

早在 2012 年，学校与该公司建立了“恒立订单班”。
今年 5 月，在 7 期“恒立订单班”的基础上，校企双方共
建企业学院———恒立学院，将课堂搬入企业，有效整合
校企双方师资、设备、管理等优质资源，开展“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试点，构建了上课、实训、实习、就业一
体化的育人模式。

4 个月后， 校企双方根据学生的岗位实习表现及综
合评分，分别评选出特等奖 2 名（奖金 5000 元）、一等奖
2 名（奖金 4000 元）、二等奖 26 名（奖金 3000 元）、三等
奖 4 名（奖金 1000 元）。

今年 5 月，当时还是大二学生的卞虎，和其他 42 名
同学一起，按照“现代学徒制”培养计划，赴企业接受学
校老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授课。“我们跟着企业导师学技
能培训、安全生产、质量体系等生产知识，跟着学校老师
学思政课程、专业理论等。 ”卞虎介绍说，“双导师”共同
授课、共同评价学业积分，这种“跟岗实习”让大家受益
匪浅。

“恒立学院的学生经过跟岗实习后就能和正式员工
一样，在企业独立操作生产线、承担生产任务。 而以前学
生大三才能到企业，跟着师傅学两三个月后，再经过至
少 3 个月的顶岗实习，过关后才能独立上岗。 ”常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缪小吉说，“现代学徒制”模式大大缩
短了学生到企业员工的过渡期， 降低了企业用人成本，
激励了校企合作积极性。

目前， 该校已与多家企业合作建立“企业学院”。
“‘现代学徒制’模式，不仅实现了校区与园区、专业与企
业、学生毕业与就业的互融互通，缓解了企业人才需求
的结构性矛盾，还让学校教师与企业专家、技术能手等
实行互聘共用，双向挂职锻炼，构建了共享共赢的人才
培养模式和科研合作的良好平台。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副院长蒋新萍表示。

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探索“现代
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学生未毕业先“就业”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李颖

在“学习强国”平台上进
行挑战答题，你能一次性答对
多少道？江苏省镇江一中教师
凌志清先后 2 次完成挑战答
题通关， 最近一次是 10 月 5
日，一次性完成了 1065 题，用
1 小时 12 分钟。

今年 58 岁的凌志清是一
名拥有 33 年教龄的英语教
师。 虽长期从事英语教学，但
他一直酷爱文史知识，还先后
创作了 100 多首诗。 说起自己
在“学习强国”上的学习经历，
他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

“每天一打开‘学习强
国’，那清脆的滴水声，加上
‘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的
励志话语，让我备受触动。 ”
凌志清说，“人只有不断学
习、运用、探索，才能永葆先
进和活力。 ”

8 月 17 日 23 点 35 分，凌
志清第一次在“学习强国”完
成挑战答题通关，当时的题库
总量是 887 题，用时 50 分钟。
10 月 5 日 11 点 08 分，他再次
完成答题通关， 题库总量是
1065 题。

说起学习的“秘诀”，凌志
清表示，自己只是利用碎片化
时间来学习， 如午休时间、晚
上睡觉前，每天至少学习 2 小
时以上。“由于挑战答题覆盖
的知识面非常广， 涉及文史、
艺术、科技、金融……通关秘
诀离不开广泛阅读，学习新知
识。 ”在注重知识积累的同时，凌志清坚持每天练习答
题， 同时注重记忆训练， 快速准确地记录难度大的题
目。 他边介绍，边拿出“学习强国”记录本，上面记载了
他在答题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易错题。

凌志清感叹，每次答题通关都是一次自我突破、自
我提升，特别有成就感，“事实上这些知识对我的工作也
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我还能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身体
力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据该校教师王瑞楠介绍， 凌志清平时比较低调，不
怎么提及自己挑战答题通关的事。 如今，学校越来越多
的人得知身边有这样一位“学习达人”后，深受感染，校
园里呈现出教师们抢着学、追着学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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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
是完全错误的。‘唯生产力论’根本
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嘛！ 没有生
产力，物质靠什么去创造？ ”1977 年
7月，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
经济理论讨论会上， 南京大学哲学
系教师胡福明的发言一开始就掀起
了轩然大波。

“我意识到，如果不打破‘两个
凡是’的思想枷锁，全国人民拨乱反
正的期盼就不可能实现。”出于理论
工作者的责任感，胡福明暗下决心，
要针对“两个凡是”写一篇文章。

在当时的大背景下，批判“两个
凡是”，不能直抒胸臆，这是胡福明
面临的难题。经过反复思考，他终于
琢磨出了办法：把林彪的“天才论”
和“句句是真理”作为“两个凡是”的

替身来批判， 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
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文章的布局已
在心里基本成型。 这时，胡福明的爱
人因患肿瘤住院手术。 他白天上班，
晚上到医院陪伴妻子。 深夜，胡福明
在医院的过道里走来走去思考着，
满脑子都是文章的事。 后来，他干脆
把马列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搬到医
院，借着走廊的灯光，趴在医院的凳
子上写。

1977 年 8 月，8000 字长文《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完成了。9 月
初，胡福明将文章寄往北京。 随后
这篇文章经过多人参与、 数易其
稿，1978 年 5 月 10 日以《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在中共中
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 第二
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

章。 该文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
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
确的“唯一标准”。 随后，一场全国
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
论开始了。

20 世纪 80 年代， 胡福明离开
南大，调到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
宣传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政协
副主席等职。 这位始终追求真理的
学者，站在时代潮头思考，陆续写了
《苏南乡村企业的崛起》《苏南现代
化》等著作，持续关注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新进展。

一篇文章改变历史， 对一个学
者而言是件值得骄傲的事。 然而胡
福明认为， 这是他应该也是必须做

的。 书生，是他很看重的身份，而一
个读书人最强大的武器，是思考与表
达。 2018年 12月，胡福明获评“真理
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
国务院授予胡福明改革先锋称号，并
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如今胡福明已 84 岁高龄，虽至
耄耋，但一贯勤于阅读、思考的他，
依然保持着惊人的记忆力和清晰的
逻辑。 他目前正潜心研究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问题：“我在思考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内容、要求是什么，怎
么实现、怎么发展。 ”

这位一直走在思索路上的老
人，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
步前进，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根据相关资料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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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一篇文章改变历史

1978 年 5 月 11 日 ， 《光明日
报》头版显要位置刊发了《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时任南
京大学哲学系教师的胡福明正是该
文的主要作者。

2019 年 10 月 11 日，记者来到
胡福明家中，对他进行了专访。

今年已经 84 岁的胡福明，腿脚
不太方便，走动需要借助器械。置于
玄关位置的书桌被书籍和近期出版
的期刊堆满， 一叠稿子和香烟放在
离他最近的地方。 虽然视力有些衰
退， 但他坚持要求家人给他读报读
书，了解时政要闻。

曾在南大工作多年的胡福明，滔

滔不绝地和记者讲述教育的变化。“我
省一直很重视教育， 把教育放在突出
位置来抓，这在全国也是领先的。改革
开放后，教育又迎来了大发展。 ”

在他看来，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
育， 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他说，人才是社会进步的
支撑，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
事业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而教育
是培养人才的基础。从历史上看，教
育现代化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起到
了促进作用，“教育要发挥推动社会
进步的发动机作用”。

江苏已基本建成完整的国民教
育体系，主体框架已经确立，办学水

平和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我认
为江苏的教育事业目前已经达到了
一定的体量， 但还要进一步提高教
学质量。 ”胡福明说。

关心教育发展的胡福明对江苏
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他的希望：首先，
要从基础教育的质量抓起， 培养好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 并逐
步将质量提升延伸到各级各类教
育；其次，要从提高师资质量抓起，
要提高教师待遇， 吸引优秀人才加
入教师队伍，要办好师范院校，培养
优秀的教师和校长。

去年 12 月 18 日， 在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胡福明被评为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 当
天下午，他在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寄
语人大新闻学院师生：“我希望我们
的同学和老师们，要和人民交朋友，
要多了解他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
要为他们讲话。 ”

当被问及对江苏教育人有什么
样的寄语时， 胡福明表示：“我希望
江苏教育工作者要勇于改革， 勇于
创新。 特别是高校的党政领导要有
责任意识， 建设一批高质量的学科
专业，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上要勇
立潮头， 坚决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中华民族
复兴作出贡献。 ”

“教育人应勇于改革，勇于创新”
———对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主要作者胡福明

■本报记者 陈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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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无锡市梁溪区扬名教
育集团开展以 “扬名好少年 献
礼新时代” 为主题的队日活动。
少先队员们以朗诵、舞蹈、演唱
等多种形式，纪念中国少年先锋
队建队 70 周年。

汤毅 摄

近日，南京邮电大学传媒与艺术
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传承的力
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师生艺术作品展”。该展览分“一
路‘邮’ 你”“追梦中华”“责任担当”
“艺‘邮’心生”4 个篇章，展出师生作
品近 200 幅。

展厅内，广告画《共建责任，同筑
担当》 吸引了不少参观者的眼球，该
作品把“责任担当”4 字设计成楼宇
造型，将剪影分布在 4 字当中，以白
天和黑夜为背景的两幅组画，展示了

城市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刘星妍和唐舒天是该作品的创

作者，为给作品注入灵魂，俩人阅读
了大量的时代楷模事迹， 多次观看
《感动中国》节目，从中感悟责任、担
当的含义。“初稿时，作品还仅限于呈
现艺术元素；终稿时，就融入了思政
元素。 ”刘星妍说，“无论是楼宇的建
筑者还是服务者，都需要有踏实的态
度，用真诚去服务社会。 ”

“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
把价值观培育和塑造融入课程，是落

实立德树人的最好举措。 ”学院教师
谭维说，“开始推出‘追梦中华’‘责任
担当’等展览主题时，学生们思路单
一、元素‘撞车’、立意不高。 ”之后她
逐步引导学生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
从身边人、身边事中加深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并融入作品中，
让作品承载价值与梦想。

谭维鼓励学生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中找作品设计灵感的做法在
该学院并非个例。近几年，学院将“课
程思政”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立足专
业学科特点，结合支部书记“双带头”
培养工程要求， 以教师党员为先锋，
将思政教育阵地延展到专业课堂，探
索“课程思政”。

如在《绘画基础》《设计基础》等
课程中， 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因”， 激活专业课程的德育细胞；
在新生军训期间， 播放红色影片，再
由专业教师结合《影视摄像》等课程
理论，在班会中开展影评、场景分析，
既是专业入门引导，更激发了新生的
爱国主义情感。

今年，该学院党委申报的校基层
党建“书记项目”———“传媒与艺术专
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共进
的育人模式探索”，获批重点项目。 该
项目以“传承红色文化的丰富价值内
涵和厚重的精神力量”为切入点，将育
人要素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探索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同
向共进的育人模式，提高了师生党性
修养与综合素质，有利于培养素质全
面的专业人才。 ”南京邮电大学党委
常委、副校长张志华说。

南邮传媒与艺术学院探索课程与思政同向育人———

“思政让作品有了灵魂”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王灵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