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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要“统筹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
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
定位。”首次以马克思主义系统
观、整体观阐发“三教”协同和

“三融”发展思想，要求“加快建
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首次在
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将“大国
工匠”和“高技能人才”纳入国
家战略人才行列，提出通过推
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指出“健全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
业矛盾”，这既是就业优先战
略的重要举措，又是强化现代
化建设人才支撑的具体实践，
对开拓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的新局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导
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
教育的新论述为职业教育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
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构建
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奠定
基础、指明方向,体现出党中
央对职业教育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寄予的新期待，服务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就业优先战
略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使
命。健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各
级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统
筹能力，提升职业教育与普通
教育、产业与科技协同创新和
融合发展的能力，将成为未来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职业教育作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
战略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也是推动现代
经济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随着国民经济又
好又快发展，高技能人才缺乏的矛盾日益突
出。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技术型人才
问题依然迫在眉睫。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可
以清楚看到，目前，职业教育中存在最大的一
个问题就是结构失衡。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职
业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但面临
的问题依旧很多，还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存在
资源配置不合理、师资力量薄弱、实习实训条
件滞后、办学主体单一、人才培养与就业结合
松散分离等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思想观念落
后、企业发育不良、就业不畅、学校办学水平不
高等，根本问题在于现行的办学模式下存在着
职普、校企、区域之间的“三个壁垒”，严重制约
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体系，不是某一类的
教育体系所能完全替代的。国内一些地方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地方职专特色化、专
业化建设力度，整体提升应用型高等教育区
位发展优势等。笔者认为，我国的职业教育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创新思路、打破壁

垒，才能改变现状，走上良性
发展的轨道。

一是打破职普壁垒，合理
优化教育资源。普高、职高教
师统筹安排，有利于职教学校
教学质量的提升，也能避免中
职学校教师不稳定问题。学
生动态分层分流，因材施教，
改变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
现状，也为普高“消肿”，为职
高“开源”，要构建普职教育贯
通的“立交桥”，形成普高和职
高协调发展的教育体系。将
普高的艺考生放在中职学校
培养，普高教师对其进行文化
课辅导，中职教师对其进行专
业课培训教学，此举措将进一
步打破普高与中职界限，实现
普职双向互通。

二是打破校企壁垒，建立
校企双赢通道。有的职业学
校办学模式是闭门办学，专业
设置不合理、不对路，实训基
地匮乏，培养的学生与企业需
要、社会需求不对接，造成“两
张皮”的现状。在实际应用
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学生与蓝
领之间“转化”的作用，熟练
的、专业化的操作技能培训，
对企业发挥着巨大作用。这
种用人需求与培养方向上的
不对称，既制约了学校的发
展，也难以为当地经济社会

“助力”。鉴于此，必须要打破
壁垒，校企联姻，企业提出用
人需求，学校及时调整专业设
置，且把联姻企业技术人员纳
入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中，
充实学校专业师资力量。同

时，将联姻企业作为实训基地，弥补学校实训
基地的不足，为学生开辟就业通道。

三是打破区域壁垒，共享优质教育资
源。教育资源不均衡是个不争的事实，放眼
我国多数市域，有的市（县、区）教育资源丰
富，且优质资源较多，而有的地方则因种种原
因，资源较少，即便有也难以为继。这不仅加
剧了高中阶段学生入学的恶性拥堵，也使当
地因缺乏高质量的劳动力而制约企业的进一
步发展。在此种情况下，要深入推进区域一
体化发展，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一个
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在一个区域内，打破当
前实际存在的县域内招生办学的格局，集中优
质资源，办好部分职业教育院校。这样，不仅
有利于吸引那些“毕业即失业”学校的学生选
择更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改变当前职业
院校门可罗雀的局面，也有利于为当地留下亟
需的实用型人才，这也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选择。

新时代召唤新使命，新征程展现新作
为。要坚信职业教育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今天一定会大有可为，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市政协委员、朔城区神头职业中
学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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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乡村古堡，站在护城河
外抬头仰望，只见城楼高大宏伟，长长的堡墙上蜂
窝状的藏兵洞一字排开，古民居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这便是有着“中国北方第一明代古城堡”美
誉的湘峪古堡。

这个有着近 400 年历史的古堡曾破败不堪，
如今正重获新生。

作为北方乡村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省份，山
西省近年来加大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力度，
使越来越多古村落不断散发时代新韵。

留下来：再现记忆中的乡愁

10 年前，记者来到位于山西沁水县的湘峪古
堡，看到的是一幅房屋破败、人去堡空的景象。

入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中国传统村落，2014年湘峪古堡被列入国家
文物局首批“国保省保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
护利用工作”示范点。沁水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焦江峰介绍，目前在中央资金支持下，已对堡内20
余处院落进行了保护修缮，并实施了古堡消防工
程。

如今的湘峪古堡护城河环绕，中空的古城墙、
全国罕见的“双插花院”等古建筑得到修缮加固，
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山西现有中国传统村落 619 个、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 111 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山西颁布
实施《山西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山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争取中央资金11.12
亿元，近三年省财政下达补助资金 2.4 亿元，用于
传统村落保护，已初见成效。

在距离湘峪古堡 10 多公里外的阳城县中庄
村，部分古建筑不仅得到修缮，还具备现代化的居
住条件。

中庄村保存明清古院 60 余处，是一座以古建
筑、民俗、美食文化为特色的传统村落。2013年以
来，在各级财政资金支持下，中庄村 46 处院落得
到修缮，90%的旱厕完成改造，60%的道路得以修
整，网络实现全覆盖。

走进一处棋盘院，一度荒草丛生的场景不见
了，院内干净整洁、古色古香，屋内淋浴、冲水马
桶、网络、空调等现代化生活设施一应俱全。“文化
遗产保下了，村民生活也更便利了。”中庄村党支
部书记张江林欣慰地说。

除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良好的生态也成为推
进振兴的强劲动力。

长治市平顺县虹霓村一如它名字般美丽，石
窑洞、石板房、石街巷等错落有致地排列在青山绿
水中。然而，之前这里却是“垃圾河道扔，猪圈臭
烘烘”。近年来，虹霓村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拆除猪圈、改造旱厕，号召村民定时往垃圾车
内倒垃圾，开展清河塘、清沟渠、清道路、清厕所、
清墙体、清空心房垃圾、清房前屋后等大扫除活
动，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很多外地游客来到村里，羡慕我们‘住在公
园里’，现在村民环保意识提高了，更加爱护古村
落。”虹霓村党支部书记王国保说。

修旧如旧的古建诉说着历史的过往，青山绿
水中仿佛回到记忆中的故乡……

活起来：古村浸润文化味

尽管已过清明，但在山西大同市天镇县，山上

的积雪还未融化，山峦间蜿蜒攀升的明长城脉络
清晰。

中午时分，长城脚下的新平堡，79岁的吴何如
正和老伴忙着炸油糕、做烩菜，热气油香在这座
400多年的古院落中弥漫开来。

新平堡，明朝时为屯兵而建。如今，这里依然
保留着军堡文化印记，被称为“活着的军堡”。“村
里人大多是当年的士卒和商人后代。”吴何如说，
这里常住 1600 多口人，光姓氏就有 130 多种。堡
子的北门称镇虏门，东门称迎恩门，直到现在，村
里人还是办喜事走东门，办白事走北门。

经过多年对村落中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
山西形成一批古堡文化村、黄河文化村、长城文化
村、晋商文化村等传统村落。这些村落的宝贵之
处不仅在于原汁原味的古建院落，更在于蕴含其
中的乡风民俗和独特地域文化。

赵家上院、豫商会馆、首饰店、当铺……走进
山西晋城市阳城县上伏村，很多院落、商铺门口挂
着这样的牌子，诉说着历史。

上伏村是明清时重要的商道古镇。为了挖掘
当地文化，村里成立了古文化研究室，收集研究门
匾楹联、古碑石刻和村民口口相传的商贾史料
……村子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了解它的历史就会更爱它。”41 岁的湖南人
莫红琼多年前嫁到上伏村，如今是村里的导游。
她讲解时充满激情，“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历
史文化。”

与此同时，一些传统村落也致力于活态开发，
利用当地地方戏曲、传统手工艺等文化传承和丰
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其具有文化内核。

“如果说当初把村民迁出去是为了保护，那如
今将村民迁回来，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阳城县
上庄村党支部书记王进军说。

上庄村完好保留着元、明、清、民国四个时期
的建筑。王进军告诉记者，村里从2003年开始保
护开发，通过产权置换等方式，将村民迁出去，修
复了一批老院落。后来却发现，没有人居住的房

子空落落的，也更容易损坏。于是，近年来又将一
部分村民迁了回来。

漫步上庄村，“麒麟上墙狮把门，斜砖墁地白
粉墙”的建筑规格大气庄重，而驼峰大斗承平梁、

“蚂蚱头型”雕花耍头则让人感叹元代民居的稀
有。而老人在屋门口聊天、晒太阳，孩童在古街老
院里奔跑嬉戏，时刻让人感受到村子的勃勃生机。

中庄秧歌、麦芽枣糕制作、打铁花技艺……传
统戏曲、老手艺也在村里延续传承。

68 岁的赵水余是省级非遗中庄秧歌的传承
人，每到周末，他都会组织人们排练秧歌。这种地
方小戏，村里人从小听到大，几乎人人都会唱上几
句。每到春节等重要节日，村里还组织村民登台
表演，不少远道而来的游客也得以领略其魅力。

火起来：乡野焕发新活力

“润城特色‘八八宴’我们家做了快20年。第
一道是雪花鸡脯，寓意吉祥如意，最后一道是鸡蛋
汤，喝完圆圆满满。”每逢节假日，上庄村口的农家
乐天官养生八八筵格外热闹，老板李小胖一边忙
着招呼客人们落座，一边介绍省级非遗美食“八八
宴”的特色和由来。

在上庄村，“八八宴”这一原本迎亲嫁娶时招
待宾朋的宴席，如今成了当地村民的致富产业。

依托文化优势，不少传统村落发展旅游产业、
特色服务业、特色手工业等，将其打造成乡村振兴
的产业支撑，村民们收入不断提高。

位于山西晋城高平市的苏庄村入选首批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当地以“太行人家，喜镇苏
庄”为主题，修缮打造连理院、账房院等明清古
院落，挖掘传统特色婚俗，活化古村。不仅游客
能参观了解当地传统婚俗文化，准备结婚的新
人也能在此享受婚纱摄影、婚庆仪式、婚宴定制
等服务。

“我们村集体和村民总算是找到了一条稳定
的增收致富路。”苏庄村党总支书记裴婷婷介绍
说，景区带动200多名村民就业，通过自主经营特
色小吃，从事景区保洁员、餐饮服务员、保安、群
众演员等，人均年增收 3000 元以上。“村里环境
变好了，村民们更是守着家就把钱挣了。”古村落
火起来、老百姓富起来，村民获得感得到实实在在
提升。

长城脚下的娘子关村依山而建、傍水而居，走
进“水上人家”，低头可见“咕嘟泉”潺潺流过。经
过十多年发展，旅游业成为当地主导产业。

娘子关村党支部书记杨文宝说，近些年在绿
色发展和共同富裕上下足了功夫，全村旅游年收
入逾千万，最高突破 2000 万元，全村四分之一的
村民参与到旅游业。

如今，村里每人每年能分红 1500 元左右，人
均年收入为1.6万元左右。“目前共有近90户村民
经营民宿、饭庄、特色商铺等。我们还会继续增加
旅游项目，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加快推进乡村振
兴。”杨文宝说。

新华社太原电

留住乡愁古韵 焕发活力新生
——山西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9 号楼 2 单元 104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9，日期：
2022 年 8 月 23 日，金额：陆拾玖万壹仟玖佰
伍拾叁元整（691953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9 号楼 2 单元
104号房的购房合同丢失，合同编号：00204，
签订日期：2022年8月23日，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1 单元
1002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5，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玖拾壹万叁仟
捌佰贰拾壹元整（913821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1 单元
1002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205，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1 单元
2302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7，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玖拾陆万柒仟
肆佰肆拾壹元整（967441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1 单元
2302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117，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1 单元
2602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8，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玖拾柒万捌仟
捌佰肆拾玖元整（978849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1 单元
2602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203，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2 单元
1001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300，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玖拾壹万叁仟
捌佰贰拾壹元整（913821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0 号楼 2 单元
1001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206，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1 单元
2903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3，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陆拾伍万伍仟
叁佰贰拾肆元整（655324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1 单元
2903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119，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15号楼2单元301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2，日期：
2022 年 8 月 23 日，金额：伍拾玖万伍仟肆佰
柒拾肆元整（595474），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301号房的购房合同丢失，合同编号：00200，
签订日期：2022年8月23日，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1802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0，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肆拾万零捌仟
捌佰肆拾伍元整（408845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1802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201，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2702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1，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肆拾叁万零玖
佰壹拾柒元整（430917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2702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202，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具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2203 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2166294，
日期：2022年8月23日，金额：捌拾贰万捌仟
肆佰壹拾陆元整（828416元），现声明作废。

于翠珍不慎将与朔州市天宸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晋能一号 15 号楼 2 单元
2203 号 房 的 购 房 合 同 丢 失 ，合 同 编 号 ：
00118，签订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现声明
作废。

史鹏程不慎将厚德苑小区A-3号楼4层
6号房的《租赁证》丢失，现声明作废。

声 明

游客在平定县娘子关村游玩（2021年4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王磊 摄

沁水县湘峪古堡沁水县湘峪古堡（（20192019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无人机拍摄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曹阳曹阳 摄摄

新华社南京电 （记 者 朱国
亮） 时隔 30 年，位于江苏省常州市
金坛区的三星村遗址4月15日正式
启动第二次考古发掘。

1993 年至 1998 年，三星村遗址
进行了首次发掘，出土文物 4000 余
件，入选“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2006年，三星村遗址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场负责此次考古发掘工作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默然介绍，三星村遗址总面积
达 35 万平方米，是一座新石器时代
的文化遗址，距今约 6500 年至 5500
年。第二次考古发掘批准发掘面积
为 800 平方米，包括遗址的居住场
所、墓葬区等，计划于今年底完成发

掘工作。
第一次考古发掘中，三星村遗

址发掘面积为500多平方米，清理新
石器时代的墓葬达 1000 多座，获得
1200 余具人体骨骼，其中完整头颅
骨有200多个。第一次考古发掘中，
三星村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玉器、石
器、陶器、骨器以及碳化稻。

李默然介绍，三星村遗址面积
较大，人口较多，墓葬随葬品数量和
等级存在较大差异，遗址内居住场
所、手工业生产场所、墓葬区规划明
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初现复杂
化，可能正处于一个从平等社会到
不平等社会的转变期，对于文明探
源和补充完善长江下游考古学文化
谱系具有重要价值。第二次发掘有
望对遗址聚落布局有更深的了解，
有望对当时人们生活场景进行全景
复原。

三星村遗址启动
第二次考古发掘

新华社兰州电 （记 者 张玉
洁） 结合敦煌学研究成果与游戏
科技的“数字藏经洞”4 月 18 日正
式上线。

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最重要的
考古发现之一，曾出土数万件4世纪
至11世纪的文物。有“国际显学”之
称的敦煌学，就是以藏经洞出土文
物为重要研究资料。

利用数字孪生等技术，“数字
藏经洞”将洞窟实体与所藏文物
进行了复原。用户可扮演不同角
色，“穿越”至晚唐、北宋、清末等
时期，与洪辩法师等 8 位历史人物
进行互动，感受洞窟营造、放置经
书等不同场景，沉浸式体验敦煌
文化。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赵
晓星介绍，在“数字藏经洞”的研发
过程中，学者们对涉及的文献、建

筑、音乐等进行了细致考证。“三界
寺是历史上莫高窟附近的一座著名
寺院，但目前尚未找到遗址。我们
结合敦煌文献、壁画中的寺院图像
和莫高窟周围现存古建筑等，在数
字世界构建了一座符合历史特征的
三界寺。”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绍，文
物与科技的融合让再现藏经洞成为
可能。下一步，敦煌研究院将继续探
索文物展示、体验新方式，促进敦煌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讲好
敦煌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据悉，“数字藏经洞”由国家文物
局指导，敦煌研究院与腾讯联合打
造。未来，“数字藏经洞”还将推出
英、日、韩等不同语言版本。

“数字藏经洞”提供沉浸式
体验敦煌文化新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