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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由
西安市土门工人文
化宫等单位举办的
莲湖区职工夜校正
式开班，开设古典
舞、爵士舞、化妆、美
甲、书法、手机摄影
与剪辑等6门课程，
为全区近 200 名职
工提供免费培训。

□本报记者
谢明静 摄

本报讯（郭妍） 10月15日，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
科发布2024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陕西25所高校255个
学科上榜。其中，冠军学科数量达到8个；中国顶尖学科数
量13个；中国一流学科63个。

从陕西各高校上榜学科数来看，西安交通大学上榜学科
数40个，领跑全省；西北大学有29个学科上榜，上榜学科数
位居省内第二；西北工业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均有26个学科
上榜。上榜学科数超过10个的高校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8个）、长安大学（17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6个）、西安建
筑科技大学（13个）、西安理工大学（12个）。

陕西高校不仅上榜学科数量众多，且特色凸显，展现了
超群的学科实力，真正实现学科建设“质”“量”双丰收。从
中国顶尖学科数量来看，陕西高校的表现亦可圈可点。西
安交通大学拥有 5个顶尖学科，其中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
理、电气工程、核科学与技术 3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拥有3个顶尖学科，均位列全国第一，分别是
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网络空间安全；西北工
业大学同样拥有 3个顶尖学科，其中材料科学与工程排名
全国第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2个顶尖学科，其中植物保
护排名全国第一。

2024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发布

本报讯 （通讯员 刘倩） 10月 15
日，省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工会干部综
合业务培训班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顺
利开班。开班式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给中国一重产业工人代表的回
信精神。

此次培训为期 5天，80余名财务经

审干部和女工干部参加，学习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工会业务知识。业
务知识涵盖了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
解析、女职工权益保护与案例解读、互
助保障介绍等多方面内容，旨在提升财
务经审干部和女工干部工作的专业度，
更好地服务职工群众。

省 机 械 冶 金 建 材 系 统
工会干部综合业务培训班开班陕西高校8个学科居全国第一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博文 谢代
波） 10月 14日，陕建十一建集团承建
的刘古愚纪念馆迎来首批研学学生。

建设过程中，项目部聘请古建专家，
针对斗拱、椽子及歇山式屋面进行现场
1:1定模放样。由于场地环境受限和图
纸节点需要二次设计原因，项目部寻找

经验丰富的木匠，用粉笔将翼角椽子的
大样同比例绘制出来并进行细部设计优
化，还原了传统的古建檐角之美。

目前，纪念馆已对外开放，参观者可
在此了解刘古愚兴办学校、教育救国、实
业兴国的一生，是一处极具时代特点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教育基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全国
近 2500 所技工院校 20 多年来累计培养了近
3000万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率常
年保持 97%的同时，技工院校该如何进一步提
高教育水平和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多家技工院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技工院校
按照职业标准设计课程体系，学生学完一门
课，基本可以掌握一项技能，学完一个专业，基
本就能胜任岗位需要。因此，许多院校招生即
招工、进校即入企，学生还没毕业就已被预订。

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记者看到，与西
门子共建的智能生产车间里，机器人手臂挥
舞，数字化设备上参数不停变化。在老师指导
下，学生们仔细操作着手中设备。

“这里既是车间，也是教室。让学生在实
训环境下学习和磨砺，未来到企业、到就业市
场，就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与空间。”广东省
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军峰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在全国技工院校部署推
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核心是将工
作过程和学习过程融为一体，旨在提升学生的
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从就业市场看，近年来企业对技能人才的
需求越来越旺盛，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 1.5倍
以上，高技能人才甚至达到 2倍以上。而技工
院校的办学定位，正好符合部分企业所需，使
得毕业生面临的就业机会较多。

叶军峰告诉记者，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
毕业生年均就业率达98.5%以上，平均1个毕业
生有5个岗位等着招。每年有超25%的毕业生
在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及国家重点企业就
业。“在关注就业率的同时，更需重点提升毕业
生的就业质量。”

伴随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企业用人要求也
在攀升，对技能人员的基本素质、操作水平等
各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不少技工院校表示，
当前必须加快调整步伐，提高人才培养与地方

经济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企业发展需求的适
配度。

技工院校和企业数量均居全国第一的广
东，近两年下大力气推动产教融合，变学校“一
头热”为校企“两头甜”——

一方面，对企业加大政策激励。对认定为
产教融合型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等支
持，落实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减免以及
其他税费优惠。截至2023年末，广东已认定省
级产教融合型企业1233家，不少企业真正参与
到职业教育中。

另一方面，推动学校创新教育模式。全省
技工院校与 100 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及国内
800多家大型企业合作，不断增强对家长和学
生的吸引力。目前广东148所技工院校每年向
社会各界输送毕业生超 17万人，实现招生、就
业两头旺。

“为持续提高人才供给水平，在充分就业
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近年
来，我们结合产业升级趋势和社会急需紧缺，
动态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指导技工院校围
绕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培养人才。”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上述负责人
表示。

杭州萧山技师学院对数控加工等传统制
造类专业进行升级改造，建设智能控制、智能
制造、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前沿专业，让学生
成为了高新技术企业争相招聘的对象，部分毕
业生收入也随之提升。

2024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
见》明确提出，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
组建一批技工教育联盟（集团），遴选建设一批
优质技工院校和优质专业。

“全国技工院校专业目录共设 15个专业
大类，330个专业。目前人社部门正在启动新
一轮专业目录征集工作，下一步将动态调整
优化专业设置，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深
度融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
司上述负责人说。

□新华社记者 姜琳

技工院校如何提高育人水平
培养近3000万名“工匠”

（上接第一版）
这是一条彰显党与人民患难与共的道路——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党与人民生死相

依的历史。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

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
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
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万里长征是人民群众一程一程送过来的，革命胜
利是老百姓倾其所有支援取得的。”三过雪山草地的老
红军刘应启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过。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
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
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这是一条探索开创新局的道路——
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红飘带”上的

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被国民党认定“流徙千里、四面
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条“向死求生”的新路。

1935年 12月 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策略》中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
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
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
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
坚实基础。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
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

回望长征路，可以得出一条根本经验和启示，就是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能不断取得胜
利，走向光明。

锤炼一支军队——
“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磨练了人民军队，

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
新起点。”

金秋时节，华山脚下，渭河之滨。
驻守在这里的陆军第 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官

兵，又一次来到连史馆，感悟长征精神，共话强军使命。
长征途中，开创我军“支部建在连上”先河的“红一

连”官兵一次次面对生与死、是与非的考验，始终紧跟
党中央、坚定追随毛主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
连队被指定担负会议警卫任务，保卫党中央安全。

连史馆里，珍藏着一个搪瓷斑驳的“红菜盘”。
1935年，毛主席曾用它同连队官兵一起就餐。

如今，“红一连”的“红菜盘”换成了分餐盘，五菜一
汤取代了红米饭南瓜汤，“铁脚板”变成了新型装甲装
备。但“红一连”的红色基因，始终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
上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军队是革命的依托、
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
的根本保证。“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磨练了人民
军队，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
的新起点。”

从长征走来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听党指挥。
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乎每天都有

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弹，常常面对 10倍于
己的敌人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
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从赣南一直
征战到陕北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战士唐进新
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我们有红色的理
想，因为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

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红军战胜了国民党的围
追堵截，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战胜了张国焘的分
裂主义。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
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

2014年金秋，习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在古田召
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眼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

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郑重提出我军政治工作的时
代主题。

2024年初夏，习主席率领我军高级干部来到延安，
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整风精神推
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
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
军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长征走来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能打胜仗。
“党所领导的红军个个都是英雄汉！”老将军王定

烈生前回忆长征时曾豪迈地说，“前有阻挡，后有追剿，
没有吃的，缺乏弹药，我们还是保持高昂的斗志，打了
一个又一个胜仗。”

他们抢占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突
破天险腊子口……开辟胜利的通道。

今年 106岁的老红军马志选，曾三过草地、两爬雪
山，战争年代当过主力团团长。他说：“能打胜仗是核
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紧紧扭住备战打仗不
放松，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拓展和深化
军事斗争准备，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升打赢信
息化战争能力。

从长征走来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作风优良。
长征途中，党的领袖与普通士兵生死相依、情同手

足；红军指挥员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担任过红一方面
军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生前回忆，红军打仗打的是干
部，打的是党团员。每一仗下来，党团员伤亡之数，常
常占到伤亡数的 25%，甚至 50%。红军指战员上下同
欲、纪律严明，作风顽强、战无不胜。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
常胜之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
席着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狠抓全面从严
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深入纠治“四风”，军队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我军政治生态实现根本
好转，部队新风正气不断上扬。

新长征路上，人民军队正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担负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的重大责任。

铸就一种精神——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

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
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
2024年 10月 11日至 13日，第四届中国大学生国

旗护卫队展示赛总决赛在这里举行。
“展示赛与‘重走长征路’相结合，是爱国主义教育

的有力抓手，是弘扬‘长征精神’的有效载体。”中国学
生体育联合会大学国防体育分会副秘书长、北京科技
大学武装部副部长王小宁说，将国旗文化融合长征历
史、长征精神，是一次精神火炬的接力、一堂行走的思
想政治课。

长征，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次艰难跋涉，更是中国精
神的一次光明书写。长征标注了人类精神的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
上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
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
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
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
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
继续奋勇前进。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
利——

弯弯曲曲的长征路，是一条浸透了鲜血的牺牲之

路，更是一条新生之路。在红一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
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

“为什么我们最终能走完长征并取得抗日战争的
胜利呢？这是因为有坚定的信仰！”曾三过草地的原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红军将士懂得，我们的奋斗是为了推翻人压迫人
的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４支长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沿途补充
兵力1.7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不少于16.6万
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途中。

革命理想高于天，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止红军将
士前进的脚步。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90年来，一代代中华儿女赓续长征精神，为崇高理

想信念而矢志奋斗。
不久前，记者跟随边防官兵登上海拔 5100米的西

藏阿里军分区普尔楚边防连秋迪俭革拉哨所。在“党
旗山”下，边防官兵发出铿锵誓言——

“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誓用生命捍卫守护，绝不
把领土守小了，绝不把主权守丢了！”在官兵心目中，

“党旗山”早已成为一处精神高地、信仰圣地。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一处自建的小院

内，106 岁的老红军胡正先正在读书看报。这位 12
岁参加革命、亲历过长征的“红小鬼”，祖上三代都是
篾匠。

“为党的事业奋斗，吃再多苦我都不怕！”一辈子都
在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的胡正先说，从行军打仗、学习识
字到参加红军无线电培训成长为“红色听风者”屡立战
功，他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艰苦卓绝的长征路，留下的是这样一组惊人的数
字：红一方面军翻越山脉18座，其中5座经年被积雪覆
盖，跨过大河24条，历经11个省份行程二万五千里；红
二方面军行程约一万九千里，攻占县城 92座；红四方
面军行程一万里，其中有的部队三过纵横数百里的水
草地；红二十五军行程近一万里。进行重要战役战斗
600余次，仅师以上规模的战斗就有 120余次，几乎每
天都有一次遭遇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
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
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
为罕见的。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红军官兵都有这样的觉
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将军曾这样
告诉记者。

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怕任何
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
革伟大事业，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征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闯关夺隘

的制胜法宝。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否定了“靠铅笔指
挥的战略家”，唤回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机
动灵活战略战术，开启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传奇
历程。长征的胜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胜利。从
自主决定仗怎么打、路怎么走，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党始终以唯物辩证的
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
误，与时俱进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
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夺
取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阔步新时代。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
好自己的长征路。进入新时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正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发愤图强、奋发有为，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
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而今迈步从头越
（上接第一版）

1981年 10月，窦铁成被录取到
中铁一局职工学校学习培训，这是
他第一次参加培训。“当时参加学习
的有单位推荐的老师傅，还有至少
都是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我感到压
力很大。”他下定决心“笨鸟先飞”，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如饥似渴
地学知识、学技术。培训的 7个月期
间，每当周末其他学员探亲访友、聚
会玩耍时，他在学习。每天晚上只
要教室亮着灯，一准能看到他奋笔
疾书的身影。

“我坚信一分付出就会有一分收
获，结业时我的成绩是全班第一名。”
回到单位后，培训班上学到的理论知
识，让他在工作中如虎添翼。很快，
窦铁成就在单位举办的第一期电力
专业培训班上，被聘为电力内外线工
程老师。

“还有一段印象深刻的学习经
历，是在坨子头变电所的时候。”窦铁
成回忆道，1982年在唐山京秦铁路，
坨子头变电所是他接触变配电施工
的第一个大型变配电所。“当时我刚
学习完毕不久，工班没有技术员，工
长就让我负责技术工作。”但他深知
刚学到的那点知识远远不够用，于是
白天干活，晚上就把自己关在只有两
扇大铁门的备用调压器室内，对照专
业书籍，一张张图、一条条线、一个接
点一个接点地分析解读图纸，细细琢
磨设备如何安装、电缆怎么敷设。三
个月时间，他把七套加起来一寸半厚
的各类不同技术图纸齐齐画了一
遍。最终工程顺利完工，并获得了国
家优质工程银质奖。

“至今那些学习的笔记我还保留
着。”窦铁成说，记笔记的习惯贯穿他
的职业生涯始终，工作 40多年来，他
累计写下90余本、200多万字的学习
笔记。

工作下“苦功夫”：
奋斗足迹踏遍祖国山河

寂静的大山深处、广袤的戈壁沙
漠……哪里有火热的施工现场，哪里
就有工程人的身影。“工地就是我的
战场。”窦铁成先后参加过京山、西
康、东乌等铁路和京珠、泰赣等高速
公路的施工，奋斗足迹几乎踏遍了祖
国山河。

东乌铁路，2007 年冬天的鄂尔
多斯草原日均气温接近零下二十摄
氏度。交工送电的时刻临近，窦铁
成带领团队连日奔波在长达 190公
里的三个牵引变电所和六个AT所
之间。为使电缆敷设工作顺利进
行，他细心琢磨图纸，计算材料尺
寸，一脚高、一脚低，在牵引变电所
的“战壕”里来回奔走。一天下来，
腰痛、腿痛常常会在深夜袭来。“当
一根根钢管敷设完毕、一根根电缆
准确无误地穿入钢管进入控制屏
时，一切苦累都烟消云散！”窦铁成
说。听到东乌铁路上的第一声火车
长鸣，便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没有攀登顶点的勇气，就不可
能领略绝顶的风光。”这是他写在笔
记中的一句话，在窦铁成身上，从来
都不缺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吃苦耐劳

的毅力。
在秦皇岛南站配电所主体施工

中，他和团队冒着海湾的大雪，高标
准完成了工程任务，并总结出一套高
寒气候下施工的宝贵经验；西康铁路
通车前夕，窦铁成被派到营盘镇车站
负责全盘工作，他们挺进秦岭深处施
工，在荒无人烟的山顶上，靠人拉肩
扛运送物资，书写传奇故事；乌鞘岭
隧道地处祁连山脉，岭高林密，气候
恶劣，窦铁成带队在密林里探路，在
冻土上挖沟，跨悬崖布线，为施工架
设电力线路……

“我相信世上没有白吃的苦，也
没有白走的路。”四十多年来，窦铁
成主持安装的近百座铁路、地铁变
配电所，全部一次性验收通过、一次
性送电成功，全部获得优质工程并
安全运行。

创新下“细功夫”：
灵感火花结出累累硕果

“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敢于创
新，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窦
铁成常对工友们说的一句话。

“记忆最深的是电缆接头工艺的
改进。”2009年7月，在深圳地铁三号
线室内高压插拔头制作出现问题时，
窦铁成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发现接续
完成的电缆头外皮褶皱很多、不甚美
观，于是他立即着手做起了另一个电
缆头。热缩烘烤不仅是技术考验，更
是身体考验。他全神贯注地投入，顾
不得喷灯的蓝色火苗，也顾不得身子
弯曲的形态。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大
功告成，一个光洁如缎、美观如玉的
电缆头呈现在大家眼前。

随后的几天，他的脖子像断了一
样疼。徒弟们问：“师傅的脖子咋回
事？”窦铁成开玩笑打趣道：“电缆的
头好了，老窦的头坏了。”看着电缆
头，他禁不住陷入思考：喷灯的火焰
这么大，一不小心会烧坏别的导线，
还可能对人身造成伤害，能不能改进
接头工艺呢？心里装着这个问题，窦
铁成不停地上网查询资料、翻阅专业
书籍，决定用电吹风试试看。经班组
反复试验，2000瓦的工业电吹风亮相
工地，成功替代使用了几十年的喷
灯。这个小小的革新成为电缆接续
的全新“利器”，并广泛推广到其他专
业的电缆施工。

多年来，窦铁成带领团队累计解
决现场施工技术难题 69项，解决送
电运行故障 400余次，提出合理化建
议及小革新 38次，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 4项，为企业节省成本、创造
效益 1800余万元。一次次的灵感火
花，结出了金灿灿的创新硕果。

日程表上写满了待办事项、技术
咨询电话接打不停、讲座报告活动邀
约不断……退休后还依然“档期满
满”，会感觉疲倦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窦铁成爽朗一
笑，仿佛沉浸在这种充实的快乐中：

“我要尽最大可能发挥光和热，把专
业技术传给更多人，将劳模精神传
播到更远处，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做下去！”
他的眼神深邃又坚定。

□本报记者 宁黛艳

陕建十一建集团承建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