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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心声

王德云：践行职教初心 成就出彩人生
本报记者 王薇

木垒风电人：无畏严寒施工忙
本报记者 刘辉

新 春 走 基 层 ·经 济 发 展

隆冬时节，寒气逼人，但在木垒县四十个
井子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却是一片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

2022年12月19日，记者走进木垒县四十
个井子第二风电场10万千瓦风电项目施工现
场看到，工人们顶风雪战严寒坚守岗位，保质
量抢工期开展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进程。

正在项目现场督查工作的昌吉州庭州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庭州能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震介绍说，项目
总投资约4.65亿元，总装机容量100兆瓦，是

该公司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并实现实体化
转型后，承接的首个新能源项目。

项目开工以来，庭州能源公司党员干部
齐上阵，克服交通不便、调集人员难、设备进
场难、物资保供难等困难，采取主要领导重点
抓、分管领导推进督促的形式，以调度促进度，
及时化解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目前，项目16台风机吊装工作已经完成，
进入全容量并网发电冲刺阶段。近日正在组
织工人进行箱变安装、风机消缺和调试工作。

记者来到一处风机塔筒前，采访了一位
穿着厚厚的工作服施工的工人。

交谈后记者得知，工人名叫何洪永，是位
“80后”，今年38岁，家在木垒，已经连续工作
十几天了。

何洪永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安装箱变。
严寒天气下，戴着手套拿着螺丝刀，安装小小
的螺丝都很吃力，一不小心，螺丝就会掉落，
他就得再来一遍。冬季电缆变硬，这也给他
们的工作造成不少困难，要使大力气并和工
友配合好，才能将电缆线接好。

“虽然艰苦，但是收入还不错，一个月下
来可以挣个万把块钱。”何洪永说，项目工地
离家80多公里，忙起来也回不去，家中上了
年纪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全靠妻子照顾，去年
他给妻子按揭了一辆车，方便她出行。

心中有牵挂，生活有奔头。心怀希望，努
力拼搏。和何洪永一样，这一群木垒风电人，
选择了在寒风中坚守，在各自工作岗位上默
默耕耘着。

“二十大精神来指引，为民服
务暖人心。”近日，张岩和张岩一
家亲巾帼文艺宣讲队的志愿者们
格外忙碌，她们正加紧排练文艺
节目，为录制昌吉市2023年网络
春晚做准备。

今年 62 岁的张岩是第七届
自治区道德模范，也是昌吉市“石
榴花”巾帼宣讲队的一名成员。
她是家里的孝女、贤妻、良母，也
是“张岩一家亲”爱心团队志愿者
们学习的榜样。不论是文艺宣讲
还是扶危帮困，她始终冲在第一
线，带领爱心团队筹集生活物资、
慰问困难群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
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领社会向
善向好，这项工作永无止境。今
后我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以‘文艺＋宣讲’的形
式传颂人们身边的美德故事。”张
岩说。

从退休干部到公益达人，从
单打独斗到组建千余人的爱心团
队，张岩发挥强大的组织协调能
力，以点带面、化零为整，将公益
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化、系
统化。10多年来，“张岩一家亲”
爱心团队紧扣各级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要求，先后开发“我为南疆
捐件衣”“民族团结助学助梦”“情
暖夕阳”“文润庭州 艺惠万家”

“974 牧童加油站”“我与环卫零
距离”“关爱留守儿童”等多个公
益项目，服务触角伸向全区各地
州，累计志愿服务时长328600多
小时，开展各类爱心公益活动
1980多场次。

近一段时间，张岩带领爱心
团队深学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
编排舞蹈、诗歌朗诵、快板、三句
半等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进入
社区、企业开展宣讲、帮扶等活
动，以实际行动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为建设向善向好社会贡献巾
帼力量。

三年前，作为职业教育受益者的陈家伟，
在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化工专业毕业后选
择继续深造，就读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石化系。“感谢王老师向我伸出援手，改变了
我的人生。”陈家伟说。

出生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的陈
家伟，父母离异后重组家庭，导致他性格内向、
缺乏自信。他入校以来，王德云一直以一颗
仁爱之心鼓励他，给他传授专业技能，2019
年，陈家伟荣获全国职业院校安全应急暨第
三届化工安全生产技术技能竞赛团体三等奖，
获得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6000元，并被
选为获奖学生优秀代表。

“王老师，我不仅在班级担任班长，还是
中专班班主任助理，多次被评为优秀学生。
2022年，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继续努力提
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希望毕业能找到满意的
工作，让家人不再为生活奔忙。”近日，陈家伟
向王德云打电话报喜。

今年50岁的王德云是奇台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化工专业高级讲师，从事教育事业27
年，他立足教学，扎根科研，在职教这块广袤
天地里，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诠释黄炎培先
生的“敬业乐群，无私奉献”的要义，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一名师者的荣光，让无数迈入职业
学校的学子，和陈家伟一样完成了人生逆袭。

一个好老师，应该是学生思想的引领者，
青春岁月的陪伴者，生命厚重与温度的传递
者。

20多年来，王德云一直用积极乐观的心

态和耐心细致的作风影响着学生，培养他们
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所带的班集体，
班风正，凝聚力强，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也取
得了喜人的成绩。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王德云的个人
业务水平也得到了不断提升，他先后获得教
育部现代学徒制入库专家、全国黄炎培职业
教育杰出教师、全国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教
学名师、自治区职业教育教学能手等多项荣
誉称号。

业务精湛的教师都是热爱教育勤于学习
乐于钻研的。

2008年，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设煤
炭综合利用专业，作为唯一的专业教师，王德
云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他查找资料、多方调
研，制定煤炭综合利用专业“366”人才培养方
案，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完善，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如今，该校煤化工
专业已成为昌吉州乃至自治区的精品专业和
特色重点专业，教学团队也成为国家、自治区、
昌吉州级优秀教学团队。

作为新一代“双师型”骨干教师，王德云
在教学中不断创新，他结合企业调研反复修
改化工实训中心建设方案，实现实训室布局
结构合理、功能齐全、水平先进，同时组织专
业教师及企业专家共同编写了8部化工专
业课程标准，出版校企合作校本教材、特色
教材、实训指导书、校本实训教材等共20余
本。

近年来，王德云负责自治区优质中职校
和优质专业群建设，参与现代学徒制改革试
点工作，承担煤化工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工
作和学校与准东教育投资公司开展的混合所
有制办学模式改革试点工作，均取得丰硕的

成果，生产性实训基地和混合所有制培训基
地已被自治区教育厅立项。

王德云深知“基础教育有高考、职业教育
有竞赛”的办学理念，他指导学生参加国家、
区、州级技能比赛战绩颇丰，曾带队代表自治
区参加国家级比赛9次，获得各类奖项50余
个，他本人也荣获全国三等奖、全国职业技能
竞赛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连续6年受邀
参加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竞赛执裁工作，
并获得优秀裁判员称号。

面对成绩，王德云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利用业余时间，他帮助同事进行比赛
项目辅导，不断提高教师、学生的职业综合技
能。在他的带领下，该校化工专业的教师积
极申请辅导大赛，主动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
赛，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
以赛促新”的机制和氛围。

2013年，昌吉州人民政府授牌建立了首
个职业院校技能大师工作室——王德云煤化
工生产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为学校化工专
业教学团队发挥传帮带作用提供了平台，工
作室还积极从高校引进专家、从企业引入能
工巧匠，不断提升奇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化
工专业教学团队的综合实力。

27年的坚守，倾心教育，桃李满天下。
王德云以高尚的师德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以
高超的专业技艺滋养学生的匠心，以美好的
情怀让学生温暖愉悦，为我州培养了一批批
化工专业的中流砥柱。

“我将不断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汲
取智慧和营养，通过自己在科研与教学工作
的努力与行动，在平凡的教师路上传播与践
行黄炎培职业教育精神，让每个学生都能拥
有出彩的人生！”说起未来，王德云语气坚定。

推进新时代人才工作

奇台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补选潘君为昌吉回
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同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
查报告，确认潘君的代表资格有效。

截至目前，昌吉回族自治州第十
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347人。

2022年12月28日，顾客在大棚里
挑选花卉。近年来，昌吉市佃坝镇二
畦村大力发展大棚花卉苗木种植，带
动农民持续增收。春节临近，该村花
卉大棚里种植的10万余盆紫罗兰、海
棠、月季、绿萝等吸引众多客商及市民
前来选购。

梁宏涛 摄

昌吉回族自治州
第十六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

张岩：以实际行动弘扬
中华传统美德

本报记者 杨鹤

通讯员 许小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