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参加国赛很不容易，我会和他
们一起努力，争取取得更好成绩。”不久
前，学院烹饪系荣获福建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烹饪赛项团体一等奖，代表福建
参加国赛获得三等奖，烹饪系主任薛伟
强在为“弟子们”取得的成绩而高兴的
同时，又瞄准了更高的目标。

薛伟强是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
2014届毕业生。他是福州黎明职业技术
学院与五洲佳豪酒店开展校企合作培养
出的佼佼者。2012年，在福建餐饮名厨
吴志强指导下，薛伟强获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金牌，入选教育部人才库。
毕业后，薛伟强入职五洲佳豪，在掌厨的
同时，成为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烹饪
系兼职教师。2019年，他成为烹饪系系
主任。2022年，经市人社局、市财政局批
准，“福州市薛伟强大师工作室”成立。

从一名不善言辞的学生，成长为享
誉业界的大师，薛伟强实现了人生的逆
袭。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用他那双摘得
全国金牌的手，托举学生，也是学弟学妹
们实现“冠军梦”。他说，这是他对学院

“爱的教育”的最好传承。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
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全国职业
教育大会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方向。“一手抓爱的教育、一手抓实践教
学”，15年来，“黎明模式”步履坚定。从
与五洲佳豪酒店开创“校中店”、“店中
校”、双方互派高层的深度校企合作模式，
到餐饮产业学院、动漫产业学院、健康产
业学院和园林产业学院的陆续成立，福
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打造出了职业教育
新高地。学院倡导“人人是胜者”的职教
理念，实施扬长教育，对学生的学业、就
业、创业进行全覆盖，开展精准化、个性化
的深度辅导，引导其自信、自立、自强，实
现学生多通道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披金挂银上黎明”，近年来，黎明学
子参加各级各类职业技能竞赛获奖超
400项，其中烹饪专业学生获 88金 59银
55铜，还有2名学生获国赛金奖，入选教
育部人才库，学院也因此被誉为“烹饪冠
军的摇篮”。

在王苏华眼中，黎明的学生都是一
粒粒暂时掩于沙子中的金子，大浪淘沙
后，他们总会发光。作为引导者，要用

“爱的教育”带领学生“乘风破浪”，依托
“实践教学”让学生以技立身，让千千万
万的黎明学子从这里出发，带着崇高的
理想信念和精益求精、耐心专注、严谨
细致、敬业负责的精神，向着成为大国
工匠的目标扬帆起航。

打造职业教育新高地产教融合

劳动教育重实效创新内涵
以爱育人结硕果宽严相济

在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地球村
校区，有一片生机勃勃的菜园。在学生
们的精心浇灌下，空心菜、芦笋、四季
豆、地瓜叶等各种蔬菜长势喜人。当蔬
菜瓜果成熟时，学生们收摘好，运往不
远处的养殖场喂养兔子、鸡鸭等，实现
绿色循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把劳动教育纳入教育教学体系和人
才培养体系，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创
新劳动教育模式。先有延续了 15年的

“值周制度”：学生一周时间不安排文化
课和专业课，而是开展劳动实践，为校园
环境做好保洁工作；去年 9月，学院的劳
动课程又“上新”——开辟了“菜园子”，

引入了“养殖业”。
“劳动实践不仅让我感受到劳动的

快乐，还学到了关于养殖和种植的知
识。采摘自己亲手种植的蔬菜，真是一
份难得的体验！”“别小看种菜、养小动物
的工作，它需要吃苦耐劳、团结合作、严
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我们从中体会到了

‘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这些都是
学生们发自肺腑的感叹。

学院党委书记廖诗忠介绍，“菜园
子”工程为学生们提供了体验种植和
观察植物生长的场所，让学生们参与
开垦、播种、浇水、施肥、收获的全种植
周期；实体养殖工程让学生们学会喂
养动物，保洁养殖园环境卫生。通过
劳动实践，劳动教育不仅仅止步于

“讲”，更让学生在真实的劳动场景中
体验耕耘与收获的乐趣，将劳动观念
根植于学生内心，养成“爱劳动”的习
惯，丰富“爱的教育”内涵。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要求全面提高
学生劳动素养，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能力、培育积极
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品
质。围绕这一目标，学院将进一步探索
和完善具有职业院校特色的劳动教育
体系，把劳动教育与国家发展战略、专
业教育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
结合，注重劳动教育实效，使劳动教育
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五育
并举，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打下坚实基础。

从光鲜亮丽的酒店白领到挽起
裤腿开荒下田的“新农人”，旅游管
理专业毕业生田宝花毅然返乡当村
支书，只为传承黎明人骨子里那份
浓浓的社会责任；

用 8年时间，从一名快递员一
路做到营业部经理，成长为福建省
劳动模范，物流管理专业毕业生陈

海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黎明学子
的坚守和担当；

用自己创业的红利在母校设
置“游学基金”，是创业达人张灿
华给学弟学妹们最用心的成长
礼，更是他对母校的报答……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2008
年，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院董事长

王苏华大力倡导并践行
“爱的教育”。十五载春华
秋实，“爱的教育”在一届

一届黎明师生手中、
心中传递，成为推动

黎明学子成长、
成 才 的 强 大 力
量。

学生在劳动
教育基地实体养
殖小组值周。

“步入新时代，我们要拥抱变
化、敢于创新……”今年10月，2016
届消防专业校友张灿华回到母校，
向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学习和创
业的经历，勉励大家勇于追梦，并
表示将在母校设置“游学基金”，帮
助大家开眼界、宽视野、明晰职业
生涯发展目标。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母校是
我重新开始的力量之源。”虽说如
今意气风发，但就在几年前，张灿
华曾因为深陷“谷底”而痛苦万分。

毕业后，张灿华遭遇创业失
败，面临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心灰
意冷之际，他回到母校找“王妈
妈”。“王妈妈”，就是福州黎明职业
技术学院的“大家长”王苏华。看
着满脸阴云的张灿华，“王妈妈”心
里也十分着急。“黎明的学生都是
我的孩子，他们难过，我也难过。”
于是，“王妈妈”领着张灿华在黎明
湖畔一圈圈漫步。“没有一个创业
者不经历失败，但你必须重新站起
来，才能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出路，
我们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来自

“家”的爱和呵护让张灿华振奋精
神，重整旗鼓。他调整心态，在困
境中逆流而上，一点点坚持，终于
走出低谷，扭亏为盈，如今实现了
企业年产值2000多万元。

因为得到过“王妈妈”那包容
如大海、温暖如春风的爱，得到过
母校“爱的教育”的浸润，张灿华决
定要把这份爱传递给学弟学妹，

“游学基金”由此而来。
平日里总是那么和颜悦色的

“王妈妈”，也有“不近人情”的一
面。

为了抓好实践教学，学院提出
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交叉轮
替”的人才培养模式，即2年在校学
习，1年顶岗实习。首批试点的，是
烹饪专业。

听说要去酒店顶岗实习整整
一年，同学们不干了。“我们是来上
学的，不是来打工的！”他们提出抗

议。
“一个都不能少！”一向好说话

的“王妈妈”强硬起来。她不仅紧
盯全过程，并时刻关注成果，每天
都会针对带教老师的反馈对学生
进行表扬或者批评，使得不少抱着

“玩一玩”心态的学生都提心吊胆，
不少人心里还有怨言。

直到他们还没毕业，就因为出
色的专业成绩被各大星级酒店“抢
购一空”，学生们终于明白了“王妈
妈”的苦心。

“为什么要这么严厉？”也有老
师问王苏华。

“爱之深，责之切。”王苏华说，
“在我心中，每一个黎明的孩子都
将会是翱翔九天的鹰，但没有经历
风雨锤炼，如何搏击长空？在教育
中，严格才是对孩子的一生负责。”

“爱的教育”，既要有“心慈手
‘暖’”的呵护与陪伴，也要有不容
置疑的期待与要求！

2008年，福州黎明职业技术学
院将“爱的教育”设定为学院最核
心的教育理念，将“爱的教育”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爱
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三爱”教
育，与师德师风建设、学生文明修
身、学校文明创建有机结合，围绕
入学教育、在校培养、实习指导、毕
业关怀等 4个阶段，开展丰富多彩
的“爱的教育”主题活动，形成了

“爱的教育”校园文化。
15年来，“爱的教育”内涵不断

丰富，结出累累硕果：列入首批福
建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示
范项目、福建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文化育人）精品项目，获得全国民
办高校党建思想政治优秀成果二
等奖、福建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
秀成果二等奖、福建省高职教育教
学成果二等奖。

黎明学子将从“爱的教育”中
学会的责任、担当、感恩带到工作
岗位，反哺于学校。“爱”的基因已
融入黎明学子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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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学子代表福建参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获三等奖。

学生在学院新开辟的劳动教育基地——菜园子内体验蔬菜种植。本报记者 郑帅摄

厨艺老师指导学生烹饪中餐。本报记者 郑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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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苑

福州黎明职业技
术 学 院 地 球 村 校 区
内 ，石 碑 上 醒 目 的

“爱”字。
本报记者 郑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