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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声记者李天池 电话：13212936632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听闻哈尔滨市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不
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修缮工程开工啦，这
两天不少市民和文物保护志愿者赶来观
看。4日上午，记者来到现场，这次修缮工
程是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D区进行的，
海关街、花园街、交通街、河沟街合围处已
被施工围栏挡住，“坚持安全底线，推进安
全发展”的红幅标语高挂在围栏上方。

市民王先生特地赶来看看老房子，他
说：“每次路过这片区域，看着一栋栋黄房
子在不断地变老，我心里感到无限的惋
惜。20年多前，我大学毕业第一次来到哈
尔滨，朋友就是在海关街上的一家啤酒屋
为我接风的。”黄色的墙体，高大的窗户，厚
重的石阶，铁艺的扶栏，伴着悠扬的手风琴
声，芳香的酒花沁人心脾，浓浓的异域风情
是印在他记忆中的哈尔滨的模样。

据悉，哈尔滨市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
是2020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第一批
历史文化街区。根据哈尔滨市《花园街历
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花园街历史文化街

区位于南岗区，由联发街、海城街、西大直
街、花园街、红军街、木介街、公司街围合而
成，占地面积 32.84公顷。该街区核心保护
范围为木介街、北京街、规划路、花园街围
合区域，占地面积为 8.56公顷。核心保护
范围内严格保护特色风貌建筑的原立面形
式，保护原有树木和整体环境；不得进行新
建、扩建活动，但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新建、扩建必要
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严格控制新
建建筑物、构筑物的高度、体量、强度，减少
对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的影响。规划拟将花
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哈尔滨市历史文
化资源和生态资源相互融合的高端商业与
科教文创和谐共建园区，使之成为哈尔滨
市文化科教旅游窗口之一。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这次的修缮
工程是由哈尔滨城投集团组织实施，于 7
月 1日启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D区不
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分布在位于黑龙江
省人大常委会、花园邨宾馆、新世界百货、

马家沟河合围区域，又以河沟街为界，分
为南、北两部分，总占地面积约 23300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约 3400平方米。本次修缮
的 18栋建筑，为中东铁路时期建筑，是“新
城子”铁路员工住宅的一部分，大都建于
1901年到 1920年期间，是中东铁路线性文
化遗产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修缮项
目包括：墙体工程、屋面工程、排水工程、
门窗工程、室内工程、结构工程、配套工
程、木刻楞修复工程、场地清运等。工程
通过保护性利用，将把街区打造成哈尔滨
市历史文化新地标。

“哈尔滨市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是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
化价值。”哈尔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者高虹
对记者表示：“对于此次修缮我们持谨慎乐
观态度，文物建筑的保护，要充分挖掘其
承载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让它们‘活’
在当下。老建筑只有活化利用，才能持久
保护。”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夏季的哈尔滨市凉爽宜人，许多南方
游客来到冰城避暑游玩。近期，哈市夏季
旅游持续升温，带动了土特产品和特色食
品的热销。

近日，记者在道里区中央大街上看到，
购买本地特色食品大列巴的南方游客排起
了长队。来自杭州的游客王先生说，这个
大面包的味道很独特，准备买回去送给亲
戚和朋友们品尝。

据了解，热销的特色食品不仅有大列
巴，还有红肠、冰棍等，许多游客一边吃着
冰棍，一边在步行街上拍照留念，尽情享受
夏日美好时光。

冰城旅游升温
冰棍大列巴热销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近日，哈尔滨市道外区七道街附近的
松花江畔，一处数千平方米的休闲广场建
设完成，每天都有许多市民来到这里散步、
钓鱼，欣赏江上美景。

据了解，这里最早是一处货运码头，前
几年改成了空车配货的场地，由于大量货
品堆积如山，环境十分脏乱。每天有许多
大卡车来此拉货、卸货，产生很多噪声，因
此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住在附近小区的杨女士高兴地说，现
在周边的绿地、广场越来越多，生活环境越
来越好，居民们跳广场舞、走步健身、运动
休闲都非常方便。

变身！
脏乱配货场

改建千米广场

学好专业技术也有好前景

田间地头成讲台 车间搬进教室来

技校量身定制
蓝领毕业就成顶硬人才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吴利红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滕放

授人以渔，职业教育应苦练“内功”，以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输出，赢得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从而改变社会的认知。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外界
对于职业教育的偏见之一，就是在
学校什么都学不到。为了打破这
种偏见，很多职业技术学校都在实
践中不断地调整教学模式，以便让
教学与实践结合得更为紧密。

日前，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学
院工业中心智能制造装备教学工
场，记者看到数控车床课的课堂
上，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
真学习螺纹加工技术。这位老师
告诉记者：“我们的数控车床加工
与工厂完全一样，经过这样学习
的学生，毕业后进工厂，很快就能
投入到生产当中。”

据了解，该校为了让学生所
学与工厂实际“无缝对接”，购置
了与工厂完全相同的设备。这些
设备价格最低在 40万元至 50万
元之间，最高的则在 500万元至

600万元之间。
“我们重金购置设备，就是希

望学校能够培养出技能型人才，
既能学有所成，又能服务地方经
济；同时也希望让社会看到，学生
们在职业学校能学到真东西。”该
校副校长孙百鸣表示：“学校这样
的‘大手笔’离不开省市政府的帮
助，我们可以享受到包括低息贷
款、政策、配套资金等在内的优惠
政策。”

佳木斯职教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集团为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龙德纸业等企业量身
定制，开设了“冠名班”、“订单
班”；引进畅通公司、德邦大为、佳
木斯农机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
入校；同时深化与佳星玻璃、电机
厂、力佳集团等35家企业的新型
学徒制合作，参与新型学徒制培

养1000余人。“这样做就是为了能
让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让学生
们学到更多实用技术，更是为企
业提供了人才保障。”

此外，一些职业技术学校还
在聘请授课教师时，采用“不拘一
格降人才”的方式，聘请有经验的
一线科技人员、工人、农民“走上讲
台”，以弥补缺少“双师型”人才的
现状。以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该校师资实际由四方面构
成，除本校教师教授课内基础课程
外，黑龙江省农科院佳木斯分院的
水稻、玉米等科学技术人员则作为
专业教师，教授农作物新品种推广
和科研；他们还依托各县乡农业推
广中心技术人员，作为学生的实习
指导教师；而种植大户、合作社带
头人也会不定期的在田间地头为
学生们授课。

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我省
职业教育在不断发展，但仍有诸
多因素制约其发展。

工人小丁告诉记者：“我从职
业院校毕业到企业工作，学校教
授的课程在工厂中根本用不上，
学校教学用的车床非常落后，我
又跟着师傅学了很久才算‘出
徒’。”实际上，能得到政府资金、
政策扶持的职业学校并不多，大
多数学校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设备还是比较落后的。”

有业内人士表示，职业技术
学校中工科类存在这样的问题比
较严重，一些精密仪器、数控机床
都需要很大的投入，对大部分院
校来讲，无疑是一笔巨款，但行业
更新很快，这使得教学和实践根
本无法完全契合。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就
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际上，

目前我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深
度仍显不足，校企合作“两张皮”
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除因体制机制不健全导致
融合难以走向深入外，校企之间
缺乏牢固的利益纽带，也使企业
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
九三学社省直属第三支委会社
员庞金龙举例说：“在校企合作
过程中，企业能够为学校带来实
践教学资源，而职业院校可以为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并输送技能
人才，这是校企之间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的核心逻辑和现实基
础。但校企合作培养的人才，最
终不一定留在企业，导致企业的
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收益弱
化；同时，与企业带来的显性资
源相比，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能
力较为薄弱，为企业提供的技术
服务和人才资源较为有限，因此

导致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动
力不足。”

同时，就学校教学本身来讲，
也亟待提高。一些职业技术学校
办学模式单一，思想陈旧，知识更
新频率慢，难以跟上产业领域新
技术和新工艺的发展步伐；教学
方法上创新不足，部分教师甚至
仍然沿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
使得课堂教学枯燥无味，无法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庞金龙还表示，许多职业技
术学校不顾自身条件和特色，盲
目设置一些专业吸引学生，使得
职业技术学校变成既不像职业学
校，又不像普通高校的不伦不类
学校。这种盲目跟风偏离了职业
技术学校的办学宗旨，不仅使新
设置的专业专业性不强，也使原
有的特色专业地位削弱，其结果
适得其反。

庞金龙建议，对于学校来讲，其设立的大师工作室、实训基地等
一定要落到实处，让成效能看得到，职业学校的学生们非常需要“导师

式”的促进和推动。
黑龙江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王树军建议：“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老

师虽然都是本科或者研究生，但缺少实践经验，主要是通过下基层锻炼来掌握相
应技术。因此，我省应尽快建立职业院校师资培养体系，以此解决完善‘双师型’教

师缺口问题。”
孙百鸣则表示，实际上，发展职业教育主要还在地方，地方政府在其中应起到重要

的角色，应将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指数纳入到考核中。他还表示，校企合作在体制
机制上目前仍没有破冰，企业对职业教育缺少热情。为此，政府部门可以根据
企业接受学生实习和教学任务实际情况，进行税收减免，以此来调动企业积
极性。

黑龙江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田培育建议，职业教育要提升社
会服务能力，“职业教育不能局限于自我发展，更应与区域经济发
展相结合”，有些专业设置是为了区域经济发展，有的学校设置
专业只追求“热”，忽略了当地实际情况，但实际上，职业教育
应立足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特征，来规划办学和育人定
位，充分考虑区域经济的发展特征和人才需求，同时
结合学校自身的客观条件、独特资源和潜在能力，
实施差异化、特色化办学。

一线技术人员走上讲台不拘一格

导致产教融合动力不足诸多制约

校企深入合作亟待破冰专家观点

↑ → 黑 龙
江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把课堂
搬到了“田间地
头”。

黑龙江日
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摄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工业中心智能
制造装备教学工场内,教师正在为学生上
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摄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桂华

哈尔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

老房子穿越百年 再现老味道

远望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远望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DD区区。。
花园街上待修缮的老房子花园街上待修缮的老房子。。

位于交通街上的老房子位于交通街上的老房子。。

游人坐在台阶上欣赏江上美景。

游客们品尝美味的冰棍游客们品尝美味的冰棍，，拍照留念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