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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供需深度融通的育人与服务体系，
实现由“有特色”向“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学校始终立足水利、电

力行业，坚持特色办学，培养出 10 万多

名毕业生，其中不乏水利、电力行业的

技术骨干和专家，被誉为“福建水电人

才的摇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职业教育不仅是对普通高等

教育的补充，更是承担着直接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党和国家对职业

教育发展愈发重视。

近年来，学校党委坚决扛稳抓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树立“不进则退、慢

进亦退”的危机意识，团结带领全体师生

在水利、电力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上下

功夫，重点围绕“生态省建设”“数字福

建”主动融入和服务地方发展格局。

一是加强政校行企合作共建一是加强政校行企合作共建，，人才人才
培养紧跟行业发展培养紧跟行业发展。。与 22 个市、县水利
局和 26 个市、县电力公司共建共享，建
立省水利行指委和省电力行指委，建设
一批“五位一体”现代产业学院，成立以
水利、电力系统为主的校友会，形成深
度交流合作和资源充分共享的长效机
制，确保水利、电力学生培养与行业发
展同频共振，不断满足新时代水利人才
和新型电力系统人才的需求。

二是构建动态专业群体系二是构建动态专业群体系，，专业设专业设
置适应产业需求置适应产业需求。。学校坚持“校企融合、
协同进化”，在水利、电力专业（群）建设
与发展过程中实行专业动态调整制度。
面向现代水利、电力产业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趋势，对接智慧施工、数字造价、
智能运行管理的新要求，建立专业动态
调整机制，深化人才供给侧改革，服务
传统水利、电力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

级。现有国家级骨干专业 4 个、全国水
利职业教育示范专业 1个。

三是建立课程生态体系三是建立课程生态体系，，课程建设课程建设
紧扣职业发展紧扣职业发展。。水利、水电专业课程定
期根据水利、电力行业企业发展变化进
行动态调整，及时置换企业淘汰的技
术、业务相关课程，灵活开发新业务、新
工艺对应的新课程，建立基于学生职业
发展竞争力培养的课程生态体系。

探索产教深度融合的培养模式，实现由
“课程育人”向“多元育人”转型升级。

当前职业院校普遍存在产教融合
路径不畅通、组群合力效果不显著等问
题。学校以水利、电力专业（群）为主，着
力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长期
探索实践走出了由“课程育人”向“协同
育人”转型升级的发展道路。

一是共建水利一是共建水利、、电力行指委电力行指委，，引入引入
行业标准育人行业标准育人。。与省水利厅共建省水利
行指委、与福建省电力企业协会共建省
电力行指委。发挥行指委建设单位优
势，推动课程内容对接行业职业标准，
更好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二是打造创新服务平台二是打造创新服务平台，，深化协同深化协同

育人育人。。校企深度合作，已建的 6 个产业
学院破解学生实践技能培养过程中存
在教学内容与实践岗位内容严重脱节
的难题。建成数字流域福建省高校应用
工程中心、福建省优秀水利科普教育基
地、“河湖研究院”等各级各类协同创新
服务平台 20 个，破解教师缺少社会服
务机会及自身能力不足的困境。

三是打造产教融合实景化实训基三是打造产教融合实景化实训基
地地，，赋能环境育人赋能环境育人。。学校建成集文化、实
践、科普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校园，将传
统水利、电力职业文化与景观环境深度
融合，在无形无声中发挥环境育人作用。
利用省级以上水利、电力科普教育基地，
面向师生开展专业认知教育，面向中小
学生等社会群体开展专业科普教育。

建设科教深度融汇的双师型队伍，实现
由“教学型”向“应用型”加速转化。

“深化科教融合，推进协同育人”是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更符
合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时代要求。
学校把打造“科教融汇型”师资队伍视
为培养水利、电力人才的核心力量，打
出关键“组合拳”。

一是以院士站平台为依托一是以院士站平台为依托，，攻关项攻关项
目难题目难题。。与清华大学王光谦团队共建全
国示范院士专家工作站。利用水利专业
优势，与王光谦团队共建海丝遥感卫星
应用工程研究中心等相关协同创新平
台，完成水电企业相关项目 68 项，有效
解决水电行业发展难题。培养出全国水
利职教名师 5 人、全国水利职教新星 4
人和 2 个水利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

二是以服务乡村振兴为载体二是以服务乡村振兴为载体，，丰富丰富
教 师 实 践 经 验教 师 实 践 经 验 。。成 立“ 乡 村 振 兴 研 究
院”，组建省级科技特派员团队 11 支，
选派省级科技特派员共 30 余名，在服
务乡村振兴中练本领、长技能、强科研。
2022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1 个、农业农村部及福建省乡村振兴
软科学课题研究等项目 4 个；获评福建
省水利科技奖 5 项、福建省水利学会优
秀论文一等奖 5篇。

三是以引育并举为抓手三是以引育并举为抓手，，提升师资提升师资
队伍质量队伍质量。。强化企业实践与校企互聘，
完善双师培养机制，建成了 1 个国家级
水利类“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1
个省级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9 个行

业企业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培育 1 个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全国技术能
手 1 人、省级技术能手 3 人。同时引进水
利、电力有关专业博士 4 人以及台湾全
职教授 3 人，柔性引进专家学者 4 人，特
聘产业导师 18 人，持续优化教师队伍
结构和质量。

近年，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先后被评为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
校、全国优质水利高等职业院校和福建
省示范性现代职业院校、第六届黄炎培
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福建省高水平
职业院校和专业群建设计划”立项建设
单位。今后，学校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贯
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抓好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等制度文件落地，继续发挥特
色和优势，补足发展短板，培养更多有
志于“踏遍八闽青山绿水，青春奉献水
电事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福
建省开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和生态省建设贡献水院力量。

（孙学耕）□专题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凝心聚力 打造水利电力人才培养高地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为己任，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高质量推进水利、电力
专业群建设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升级，努力打
造水电人才培养高地，为水利电力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支撑
和智力支持，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贡献“水院”智慧。

新华社伦敦3月30日电 据最
新一期英国《自然·地球科学》发表的
研究论文介绍，中英科研人员从嫦娥
五号带回的月球样品中发现，撞击玻
璃珠是月表水的重要储存库。这些玻
璃珠具备维持月表水循环的能力和
潜质。

过去 20 年的月球探索已经发现
月球表面存在大量水的证据。在最新
研究中，中英科研人员发现了月表水
的天然存储库——撞击玻璃珠。

玻璃不是只有人类能够制造，自
然界中也会形成玻璃。例如，陨石、小行
星撞击月球等天体后，会熔融月表的
土壤和岩石，这些熔体溅射出来形成
的液滴冷却后，就会形成撞击玻璃珠。

嫦娥五号带回的月球土壤样本
中就存在大量撞击玻璃珠。研究人
员从中挑选出 32 个质地均匀的撞击
玻璃珠分析后发现，这些撞击玻璃
珠的平均水含量达 0.05%。撞击玻璃

珠的水含量呈现明显的扩散环带特
征，水含量从玻璃珠的外缘向核心
部位递减。

研究发现，撞击玻璃珠中富水的
外部区域的氢同位素组成与太阳风
的氢同位素组成相近。研究人员推
测，这是太阳风中的氢离子注入撞击
玻璃珠，并在其内部扩散、保存下来。
对月球样品的测量表明，撞击玻璃珠
可以储存月球上大量太阳风中氢离
子注入形成的水。此次研究认为，月
壤中的撞击玻璃珠是一个储水宝库，
它们可以维持月球表面的水循环。

研究报告介绍，月球表面覆盖着
厚度约 3至 12米的月球土壤。测算表
明 ，月 球 表 面 上 可 能 储 存 着 多 达
2700 亿吨水。月球土壤中来自太阳
风产生的水比此前认为的要多得多，
可能成为“未来月球探测中可以就地
利用的水库”，而且“这种储存在撞击
玻璃珠中的水似乎很容易提取”。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研究发现月球“水库”

本报讯（记者 肖榕） 在日前举
行的福建省路跑产业博览会上，2023
年厦门马拉松联赛、福建省自行车联
赛相继亮相，进一步整合资源，深化
省、市、县三级赛事体系建设，拉动体
育消费。

据悉，马拉松联赛已初步征集了
6 场分站赛事，将分别在龙岩连城、
龙岩上杭、三明宁化、三明泰宁、漳州
华安、平潭举办分站赛，并以 2024 年
厦门马拉松为总决赛；自行车联赛已
初步征集了 7 场分站赛事，分别在三

明宁化、漳州南靖、南平松溪、平潭、
宁德周宁、南平建阳、莆田仙游举行，
并最终在泉州南安举办总决赛。

其中，厦门马拉松联赛的参赛队
伍包括设区市队伍和跑团队伍两大
类，采取积分串联机制，即以分站赛
成绩获得相应积分，积分靠前的队伍
直通总决赛；自行车联赛将面向全国
车队接受以自行车俱乐部车队为单
位的报名，设置男子公路中、青年组，
男子山地中、青年组和女子公开组五
个组别。

今年我省将重点打造马拉松、自行车联赛

本报讯（记者 肖榕） 近日，中
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公布了 48 家
职业足球俱乐部获得 2023 赛季职业
联赛准入资格，其中泉州亚新足球俱
乐部榜上有名。

据悉，泉州亚新队将作为我省
唯一的职业足球队参加本赛季的中
乙联赛，这也是该球队连续三年征
战中乙联赛。为备战本赛季中乙联
赛，泉州亚新队于 3 月 13 日在晋江
集结，将于 4 月 14 日前完成组建。值
得一提的是，本赛季的中乙联赛将
恢复主客场制，泉州亚新队的主场
就设在晋江。

“这是球队第一次打主客场制，
比赛会更激烈，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的
考验。”泉州亚新足球俱乐部常务副
总经理、总教练高达明表示，“准入通
过后，球队近期的重点工作是选拔球
员。我们将以上赛季留队的 10 多名
球员为班底，陆续补充一些年轻球
员。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们也会在
个别位置上补充重点球员。”

据介绍，本赛季中国足协修订完
善了准入标准和规程，对原有准入标
准和规程中关于梯队建设和配置、女
足建设、教练员资质、主场、亚冠参赛
等多处进行了修订完善。

泉州亚新队获中乙联赛准入资格
新赛季主场设在晋江

本报讯（记者 范陈春 通讯员
游艳） 3 月 28 日，柘荣县“非遗剪纸
进校园”暨“剪唐诗”校本课程试点活
动启动仪式在该县第三小学举行。

据悉，校本课程“剪唐诗”以“纸
质图书＋音视频数字内容”融合出
版这种创新形式走入课堂，利用课
后服务、校本课程等方式，结合剪纸
和唐诗两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
过剪纸作品还原唐诗意境，引导学
生在诗文中识别美、欣赏美，激发青
少年学习古诗词的兴趣，提升孩子
们的艺术涵养。

“校本课程‘剪唐诗’是柘荣剪纸
双创工程大众化的剪纸进校园的重
要举措之一，《剪唐诗》一书巧妙融合
柘荣剪纸技艺与唐诗文化，将推进柘

荣剪纸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柘荣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林开锋介
绍道。近年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柘荣剪纸的保护与发展，坚持走“大
众化”“产业化”“活态化”创新发展之
路，在政策扶持和扩大宣传等方面均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实施柘荣剪
纸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程，加
快扶持发展剪纸创意文化产业，使柘
荣剪纸成为具备一定基础的特色产
业，也为活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
供了示范经验。

下一步，柘荣县将在校本课程
“剪唐诗”试点工作中同步推进相关
配套设计，积极申报省级课题，让美
育劳育结合的非遗文化校本课程走
出柘荣，走向全省。

柘荣：“剪唐诗”校本课程进校园

▼3 月 28 日，在一场别开生面的“保护生命之源”主题课后，政和
县澄源小学的孩子们开展“共绘母亲河帆布袋”集体创作，将刚刚了
解的“护水爱水”知识画在环保购物袋上，亲身实践环保理念。

本报通讯员 杨则生 摄

▲清明将至，连城县各中小学利用主题班队会开展多种形式的革
命传统教育，其中，“讲好连城红色故事”活动延伸至各幼儿园，革命传
统教育也从娃娃抓起。图为 3月 27日，冠豸幼儿园师生线上瞻仰松毛岭
战役遗址无名英烈墓。 本报通讯员 邹善水 李海英 摄

雾醉山里茶飘香，甘甜润滑草木
间，春露一杯涤尘凡……

在闽中大田，藏着一种名为“美
人”的茶。究竟是怎样的茶能担得起这
样的名称？

人做一半 虫做一半

在大田的高山茶园，如果仔细观
察茶树嫩叶的背面，可以看到一种极
小的飞虫在刺吸鲜汁，这就是大田美
人茶香味独特的奥秘所在——人做一
半，虫做一半。

小飞虫其实就是小绿叶蝉（又称浮
尘子）。每年的小满至芒种期间，天气时
晴时雨，大田高山茶园里迎来“昆虫盛
宴”。漫天飞舞的小绿叶蝉喜食茶树嫩
叶中的汁液，被其叮过的芽叶会本能地
开启防御机制，在伤口处分泌水解酶，
合成萜烯醇，吸引其天敌前来。

后来，人们发现小绿叶蝉刺吸的
茶青，经独特工艺制作后，遗留在茶叶
上的口水印记，会慢慢经酶转化出蜜
蜒香，具有独特、醇厚的果香蜜味，推
向市场后颇受青睐。

为谋求这种独特的茶味，茶农们
开始与“茶蝉”和谐相处。

很多昆虫是小绿叶蝉的天敌，但
人们在观察中发现，海拔越高，昼夜温
差会加大，可以有效抑制昆虫的繁殖。
而小绿叶蝉的温差耐受能力强，能够
适应一定的海拔高度。大田位于福建

中部，属于高山县。茶园的海拔高度在
800 米到 1200 米之间，境内海拔超过
1000 米的山峰有 175 座。既适宜小绿
叶蝉的生存，也使之鲜有天敌。

茶园若要吸引小绿叶蝉的聚集，需
要为它营造出良好的生存环境，施洒杀
虫的农药是不可为的。而且，小绿叶蝉叮
咬茶叶后，还需要到草丛休息。所以，茶
树的生长环境要做到不砍树、不除草。

高海拔、不使用农药、施用有机
肥 、套 种 绿 肥 ，这 种 环 境 下“ 茶 蝉 一
味”，培育出的有机茶，为制作出优质
的大田美人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东方韵味 缘结两岸

一盏美人茶，缘结两岸情。
大田美人茶的兴起，源于“东方美

人茶”的引入。
美人茶 19 世纪原产于台湾，原称

“膨风茶”（“膨风”是当地俚语“吹牛”
之意）。相传早期有一茶农因茶园受虫
害侵食，不甘损失，乃挑至城中贩售，
没想到竟因风味特殊而大受欢迎，回
乡后向乡人提及此事，竟被指为吹牛，
从此膨风茶之名不胫而走。

据传，100 多年前，英国茶商将膨
风茶呈献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由于冲
泡后，犹如绝色美人曼舞在水晶杯中，
色泽澄黄透亮，口感醇厚甘甜，女王品
尝后，赞不绝口，因其来自东方，赐名

“东方美人茶”。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台湾茶农在多

方考察后，发现大田的地理位置、海拔
高度与生态环境，极为适合“东方美人
茶”这一茶产品生长。

1998年末，大田第一家台资茶企——
福建省大方广茶业有限公司落户，美
人茶在大田的历史由此开启。

虽然美人茶在大田的时间只有二
十几年，但大田茶叶种植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北宋年间，阳春村普照堂僧人
开始种茶。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大仙峰岩寺“崇圣岩”僧人在寺院
周围种茶供佛，禅茶名声渐显，受到世
人的推崇。

640 多年前，元代《全相二十四孝
诗选》的作者，大田县广平村先贤郭居
敬的《百香诗》之一《茶》问世，这是大
田现存最早的茶诗。

秉承当地深厚的传统制茶技艺，又
经过二十几年的选育培植，大田美人茶
的口感不断优化，逐渐成为茶中新宠。

大田美人茶制作工艺在六大茶类
中最繁杂、最讲究，由此制成的茶叶呈
明亮鲜艳的白、青、褐、红、黄五色，当
沸水入瓷杯，叶芽舒展，旋转飞沉，一
如少女翩跹起舞。

打生态牌 走绿色路

“大田是高山茶区，品质好，高山
茶的前景非常好。”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
宗懋曾表示，大田美人茶芳香馥郁，与
一般工艺茶的味道不一样。

经过二十几年的探索，大田生态
茶产业蓬勃发展，产茶乡镇从 4 个拓
增至 18个。

立足高山生态资源，大田坚持打
生态牌，走绿色路，精心呵护高品质茶
叶生长的一方净地，获评“中国高山茶

之乡”、国家级茶叶标准化示范县、全
国十大生态产茶县等。

当地在高山茶园大力推广“前埂
后沟缓坡台”和梯壁植草等模式；在种
植密度低的区域适当补植套种桂花、
木荷等树木，增强茶园水土保持能力；
创建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
生产基地 5.1万亩。

与此同时，大田还统筹做好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文章，不断加快茶
旅融合发展。

2019 年 ，大 田 县 成 功 创 建 首 个
AAAA 级景区大仙峰茶美人景区，这
是国内首家以“高山茶”为主题，融文
化体验、文创展示、休闲度假等功能为
一体的茶景区。

2022 年 2 月，大田美人茶文创园
开园。利用这一园区，大田举办全国美
人茶斗茶赛等系列活动，开展茶诗、茶
歌、茶故事和制茶大师评比、茶叶包装
设计等各类茶事比赛，提升大田美人
茶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一 片 叶 子 成 长 为 一 个 产 业 。目
前，大 田 全 县 茶 叶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10
万 亩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39 亿 元 。其
中，全县共有适制大田美人 茶 面 积 7
万 亩 ，占
全 国 美
人 茶 产
量 七 成
以上。

“ 中
国美人茶
之 乡 ”的
称 号 ，实
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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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长江 林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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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绿叶蝉小绿叶蝉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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