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严芳婷、通讯员
武宣）12月17日，武汉市召开发布会宣
布，2024首届武汉大众冰雪季活动将
从 2024 年 12 月 21 日（农历冬至）到
2025年2月12日（农历元宵节）举行，
历时近两个月，将通过主会场和分会场
联动，为市民带来丰富多彩、形式多样
的冰雪主题活动。

活动以“冰雪盛宴，燃动江城”为
主题，由冰雪嘉年华、冰雪热赛事、冰雪
冬令营、冰雪新科技、冰雪消费季等五

个单元构成。主会场设在武汉甘露山
文创城，分会场设在武汉市内的9个冰
场和3个滑雪场。主会场将冰雪艺术、
运动体验、文旅展示、美食鉴赏、用品销
售等内容有机融合，各分会场将开展多
样化的冰雪活动，预计辐射带动数十万
市民参与其中。

届时，武汉将举办多场高水平的冰
雪赛事，包括全国滑雪公开赛、亚洲滑
冰公开赛、亚洲青少年冰球联赛中国赛
区比赛等。此外，该市还将举办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打雪仗”趣味活动，在13
家冰雪场馆和街道社区开展冰雪冬令
营活动，包括冰雪知识普及讲堂、青少
年开放日培训等，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
近距离接触和学习冰雪运动。

大众冰雪季期间，将通过“汉运动”
平台和13家冰雪场馆，发放冰雪消费
券。市民可在冰雪嘉年华现场及全市
13家冰雪场馆使用这些消费券，享受
冰雪体育用品、美食、技能培训等各项
消费活动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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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定教产教融合为助推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

教学动物医院。

今年11月，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再传喜讯，该校
两支代表队获2024年全国职业院校智慧农业种植大赛
一等奖，展示了该校在培养数字化“新农人”的实力。

作为我省唯一一所农业类高职院校，湖北生物科技

职业学院持续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培养了
大批高技能人才和能工巧匠，连续多年实现毕业生高就
业率，不少企业瞄准该校，提前预订毕业生。

学生得到社会与市场双认可，就业“叫好又叫座”的

背后，是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以服务我省重点产业发
展需求为牵引，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平台，以“双高
计划”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推动深化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体系改革，高质量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

该校荣获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赛项金奖。

对接湖北产业需求
推进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产业需要什么人才，职业教育就
培养什么人才。

近年来，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
主动适应湖北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健
全产业需求导向的专业设置动态调整
机制，加快专业调整步伐。3年来，共
增设专业8个，淘汰供给过剩、就业率
低、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13个。

“市场营销一直是我们的热门专业，
但随着市场需求饱和，我们在走访调研
了大量用人单位后，针对市场急需的人
才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结合电商直播的
兴起，我们准备开设网络营销与直播电
商专业；随着国货化妆品火爆出圈，催生
了对化妆品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去年
我们开设了化妆品管理与营销专业。”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海波介绍说，这
些孩子们不怕找不到工作，有些优秀的
学生甚至在校时就尝试打造个人IP，进
行网络直播，每个月收入过万。

目前，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在校
生1.2万余名，有园艺园林、动物（食品）
科技、信息传媒、生物工程、经济管理5
个二级学院，共开设专业40个，其中国
家级骨干专业5个、省级品牌专业5个、
省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3个。2022年
1月，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入选湖北
省“双高计划”立项建设单位；畜牧兽
医、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两个专业群获批
湖北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立项。

该校最大的二级学院——动物（食
品）科技学院以畜牧兽医专业为引领，
以动物医学、宠物医疗技术、水产养殖
技术、食品智能加工技术四个专业为支
撑，组建新畜牧兽医专业群。“专业群根
据产业链而建设，构建了一个复合型专
业生态圈，能够培养具有一专多能的复
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适应‘一岗
多职’和‘一职多岗’的现代职场需求，
更好地满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动物
（食品）科技学院院长陈文钦介绍。

信息安全技术应用专业群，则利用
传统优势，聚焦国家网络安全培养市场
稀缺的高水平人才，截至目前，该专业

群已获得9项国家级别标志性成果，专
业学生就业率持续保持高位水平。

更多的探索还在路上，经管学院
围绕农业产业发展，将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管理、大数据会计以及市场营销
专业进行组合，搭建“现代农业商务专
业群”，培养既懂综合运营、数据分析、
农业知识，又了解直播运营、技术支持
和供应链管理的新型人才。

创新校企合作新机制
搭建协同育人新平台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学校，一头连
着企业。

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信息安全
技术应用专业群，是该校的“王牌”专
业，专业实力位居全省第一，其毕业生
在业内十分抢手，就业率达100%。

“这得益于我们多年来坚持产教融
合，与产业、企业深度融合，从师资、课
程、教材到实习、实训、就业的全链条深
度融合。”信息传媒学院副院长刘成介
绍，学校牵头成立互联网安全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湖北省信息安全校企联盟，
由政府部门、高等学校、职业院校、行业
协会、领军企业等多家单位组成。通过
培养规格共定、课程体系共议、师资队伍
共培、实训基地共建、教育资源共享、技
能大赛共竞、技能证书共认、人才质量共
评、技术标准共制、科技项目共研十个举

措，实现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
合作发展的协同育人机制，逐步实现与
企业发展的同频共振、互融共进。“通过
产业深度融合，我们培养出的人才是实
战型的，在学校和实习时就跟着企业的
项目实战，毕业后基本可以直接上手。”

在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院，这样
的例子还有很多。学校现已成立4个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更广范围和
更深层次推进产业链、教育链、知识链
与人才链的有机融合。

该校生物工程学院与人福医药集
团股份公司、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湖北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
司等多家生物、医药、环境等优质企业
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通过校企共同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分析重构关键岗
位任务，联合开展实践教学，设立实习
实训培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
环境中学习和成长。

“这种深度校企共育的教学模式，不
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为学生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让他
们受益匪浅。”该学院院长汤文浩介绍，
比如，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与湖北益丰
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共同开展校企联合
培养课程实践教学改革，《零售药店管理
实务》课程结合企业文化、实际岗位要
求，从连锁药店开办与选址、连锁药店营
业场所设计、连锁药店药品陈列管理等

工作任务入手，将教学任务分为连锁药
店认知、连锁药店开办、营业场所设计、
药品陈列等十个模块，并优选企业10余
位中层干部或一线员工，与学院骨干教
师一起，共同开展教学工作，实现学校与
企业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该校经管学院串联农业生产型企业
与电商销售型企业，搭建政府官方账号，
宣传农村生活和农副产品，为学生提供
实习实训及就业的机会。同时，政校企
共建扶农助农直播间，由地方政府授牌，
学生公益性参与内容制作和带货直播，
通过产业企业服务的模式带动本地农产
品宣传与销售。“这样，学生能在产业实践
中提升专业技能，在专业技能应用中了
解产业需求，锻炼综合能力。”吴海波说。

动物（食品）科技学院精准对接湖
北区域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等
行业人才需求，与100余家行业优质
企业在人才培养、实习实训、课程开
发、师资培养、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了
全方位合作，先后开设50余个“订单
班”与“现代学徒制试点”，每年向水产
养殖、畜牧兽医、宠物诊疗、食品检测、
食品加工等行业企业输送高素质技术
技能型人才1000余名。

全方位深化关键要素改革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与特色

高素质人才培养离不开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该校以国家级畜牧兽
医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为引
领，带动培育了一大批省级、校级教学
名师和骨干教师。

“没有教学团队的帮助，就没有我
的今天，我的农业合作社的每一步，都
有老师们的心血。”来自天门市田源谷
利生态农业服务合作社的马少威，曾辞
掉了城市的工作，打算回家乡发展。对
农业一无所知的他，选择了先考入湖北
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学习，除了专业知
识，教学团队还帮助他的创业项目落地
发芽。“我到现在还经常找老师们，不管
大事小事，都向他们请教。”

马少威所说的教学团队，是该校园
艺园林学院打造的一支由国家级、省级
劳模、农业科研院所研究员、高校专家
学者、企业专家及创新创业典型代表等
近百人构成的专业教学团队，为学生提
供从教学到创业的全链条保障。

动物（食品）科技学院以培养行业
专家、教学名师、技术大师、技能名匠
为目标，画好师资建设“路线图”，通过
共建产业学院、技能大师工作室、教师
企业流动实践站等，建立起“专业领军
人才—校企双带头人—专兼职教师”
三层级师资梯队，团队综合实力得到
极大提升。团队推动核心成员教师联
系1家典型企业、确定1个技术方向、
产出1批教科研成果（专利）、开发1部

项目化教材、制定1套科学化教学方
案、培养1批优秀毕业生等“六个一”
工程，有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进而
推动团队整体实力迈向新台阶。

师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是该校
的“传统”。信息传媒学院创建“外聘、内
培、激励、成长”的师资队伍建设路径，通
过项目共做、服务共施、质量共评，利用
网络安全数字化靶场及国家级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开展项目实战，实现
师生携手共进。师生8人获湖北省技术
能手、2人获武汉市技术能手。

高素质人才培养离不开高水平实
习实训基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老
师们也要不断学习最前沿的科技、理
论、观点等，不断提高自身水平，才能
更好地教学生。

该校与武汉联合动物医院携手打
造了湖北首家“校企合作”教学动物医
院，并以教学动物医院为依托，共同建
设“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专业教师
每五年企业实践累计不少于6个月，
团队每年选派1—2名专任教师赴流
动站开展实践锻炼。

2023年，通过整合校内实践基地
资源聚合而成的湖北现代农业开放型
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该中心以农业智能化生产为目
标，开展宠物医疗服务、种苗快繁、微
生物发酵工业化生产、农产品企业级
质检服务以及助农直播推广等多种类
实践培训。

以赛促学，也是该校锻炼师生技
能的路径之一。近年来，各学院积极
推进“岗课赛证融通”综合育人模式，
师生屡屡在各级各类技能大赛上摘金
夺银，其中信息安全管理与评估赛项
获得全国一等奖（金奖）5次，在省内网
络安全比赛中曾多次击败高水平本科
学校，师生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得到
极大提高。

展望未来，湖北生物科技职业学
院党委书记田曙曦表示：“我们将不断
深化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培养更多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需要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型人才，为助推湖北农业强
省建设贡献职教力量。”

保障群众迎峰度冬

襄阳供电百架无人机巡检1.6万公里线路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龙华
通讯员 张翼飞

“Bravo！（意大利语：干得好）”听
到耳边传来的赞许声，郭娟娟、魏丽、焦
顺放下手术器械，摘下手套和被汗水浸
湿的口罩，露出浅浅微笑，向手术室的
所有人轻轻点头。一场生死大战结束，
失血 1000 毫升（成人体内一般含有
4000毫升至4900毫升的血液容量）的
阿尔及利亚危重产妇成功获救。

12月14日，阿尔及利亚时间9时
30分，汉什拉妇产医院病房内，刚刚查
完房的第28批中国（湖北）援阿尔及利
亚医疗队汉什拉分队医生焦顺接到一
通紧急电话，一位危重产妇刚刚从外院
转诊而来，情况危急。

焦顺飞奔至门诊。女患者脸色苍
白，血压仅 70/40mmHg，心率高达
140次/分。

“患者是高危产妇，第七次分娩，刚
刚生产了一名巨大儿。胎儿娩出后，她
出现了产后出血，失血量已超过1000
毫升。”转诊医生介绍时的语速极快，让
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已经对患者进行了宫颈裂伤缝
合，但依旧无法止住出血，情况十分紧
急，不排除患者可能出现了致命的羊水
栓塞！我们都知道中国医疗队在这方
面非常专业，第一时间把她转了过来！”

“好，交给我们！快，转手术室！用
药稳住生命体征，紧急备血输血！”

与转诊医生迅速完成患者交接后，
焦顺发出指令，一路小跑冲向手术室。

“队长，有大出血产妇要紧急手术，
请您支援！”途中，她向郭娟娟电话报告。

9时50分，手术开始。焦顺果断用
大纱布进行压迫止血，为后续抢救争取
宝贵时间。此时，火速赶来的郭娟娟和
魏丽也站在了手术台前。“不是羊水栓

塞！”郭娟娟通过仔细检查，很快发现出
血的真正原因是子宫损伤。

找到损伤点、缝合、止血……三双
手交替配合，一气呵成的操作后，不断
从宫腔流出的鲜血止住了！10时 50
分，手术完成。目睹了全过程的当地医
生、护士向三位中国女医生伸出了大拇
指：“Bravo！”

目前，经过多方努力，产妇已脱离
了危险。

“那一刻我的内心感到无比骄傲和
自豪，这就是一名援外医生的责任和光
荣！”郭娟娟感慨地说，与国内有所不同，
阿国妇女普遍多胎多产，危重症产妇高
发多发，结合驻地药品器械实际情况，医
疗队积极开展了产科各种止血缝扎新技
术。截至目前，第28批中国援阿医疗队
已接诊了外院转诊的危重孕产妇363
人，其中约70%为产后出血患者，成功
率达100%，无一例孕产妇死亡。

湖北日报讯（记者吴宇睿、通讯员
李俊蕾、王晨）严冬时节，被暴雪、大风
压垮的树枝，是造成断电的最大“杀
手”。12月15日，国网襄阳供电公司百
架无人机起飞，沿着全市610条配电线
路巡检寻找树障。

老河口薛集供电所旁，无人机飞手

冯继承遥控着头顶上方的无人机，对准
道路右侧一处距离电线不足4米的树
障，拍照保存。“按要求，靠近电线5米内
的枝（竹），都要进行清理。”冯继承和队
友记下电线杆号码，继续向前巡检。

像这样的线路，在襄阳还有600多
条。8天时间里，100组无人机飞手将

前往襄阳地区的每个乡镇，对共计1.6
万多公里配电线路进行无死角巡检，全
部巡检完毕后，迅速进行清理修剪。

国网襄阳供电公司配电部主任徐
应东介绍，无人机取代人工巡检，不仅
效率高、更精准，还大大降低了作业人
员的高坠和触电风险。

“这就是援外医生的责任和光荣！”

湖北医生成功救治阿尔及利亚危重产妇

首届武汉大众冰雪季将于21日开幕
消费券即将发放

不惧火炼和重压，可保至少1.5小时生命安全

占地1平方米的
应急安全舱走入家庭

湖北日报讯（记者林晶、通讯员汪利水、管若男）
高层楼房发生火灾怎么办？躲进安全“小屋”，能让你
度过最危急的时刻。12月16日获悉，中铁十一局针
对火灾、地震、室内入侵等情况下研发出一款家用应
急安全舱，该安全舱可以抵御高强度压力和外部环境
高温等恶劣环境，可确保舱内人员至少1.5小时的人
身安全，争取救援时间。

安全舱以黑白为主，造型如同一只Q版的企鹅。
“安全舱高1.9米，占地1.08平方米，重200公斤，放在
阳台或是屋里的某个角落就行。”中铁十一局电务公司
安防事业部经理储奔指着安全舱说。舱内，以棕色为
主，配备了柔软的沙发座椅和一个折叠椅，有显示屏和
进风口、音响、空气和温湿度检测、舱内烟雾监测等多
个装置。关上门后，点击屏幕上的按键，轻风徐徐吹
来，开始制氧。舱内空间看似不大，但足够容纳下身高
1.85米、体重200斤的储奔和他的两名男同事。“身上
再坐个小孩也没问题，完全够一家四口使用。”储奔说。

当高层发生火灾时，人很容易因紧张而慌不择
路，导致吸入大量有毒烟雾发生意外。记者看到，安
全舱会自动感应烟雾和温度变化，调整灯带颜色和报

警，让人很快找到应急舱，紧急避难。“人进入舱内后，
通过面板或是手机一键操作可以关闭舱门，舱内和舱
外完全隔绝。里面的烟雾自动过滤排出，并开始制
氧。”储奔介绍，安全舱配备了两套系统，即使在没有
电的情况下也可以保证正常供氧、过滤烟雾等功能。

据介绍，安全舱使用了气凝胶密封材料、航空级
高强度铝合金材料、潜艇级空气再生装置等“尖板
眼”，可抵御9级烈度的地震和1100摄氏度的燃烧温
度。“1100摄氏度的燃烧温度远远大于住宅起火的温
度，舱内安全性有保证。”储奔介绍。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市面上仅有少量应用于化
工等工业领域的大型应急安全产品，类似能抵御高压
和高温的家庭级应急安全产品，国内少见。“家用级应
急安全产品最难的还是在于怎样做到又轻又小，还经
济适用。”储奔介绍，安全舱内占了大部分空间，厚度
仅有十几厘米的隔板之间，高度集成了制氧、制冷、新
风换气、智控软件、备用电源、探测器等装置。

这是中铁十一局推出的首款面向消费端的应急
安全产品，将主要面向大平层、别墅等市场推广。目
前，上海一个别墅楼盘正在将其当作交付标配安装。

家用应急安全舱。（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