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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崔西展：

山东省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电子学
校校长，正高级讲师。先后被授予全国职
业教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全国第四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校长、齐
鲁名校长、山东省高层次人才、青岛市劳
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崔西展：且擎红烛，照亮前路
王晨霞 本报记者 陈小艳

听闻崔西展委员与中等职业学校
的故事已经很久了，但初次接触却是
在去年秋天青岛市政协关于乡村振兴
的调研中。有些花白的头发，炯炯有
神且和蔼的目光，挺拔的站姿，以及
亲切、谦逊的言语，这位儒雅的校长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我们渐渐
读懂了崔西展的故事，如同微风拂过
海面一般，波澜不惊中透着坚毅与力
量。

■“校长伯伯”

我们把采访的地点约在了青岛电
子学校台东校区。正值课间休息时
段，看着一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
崔西展嘴角抿过一丝微笑：“每个孩子
都有自己卓然不同的风姿。我常常对
我的学生说，我允许你们不优秀，但
不允许你们不努力优秀，因为努力才
是青春绽放的态度。道固远，笃行可
至。一辈子不要贪多，做好一件事、
拥有一门值得你专注的安身立命的技
能就够了。”

崔西展的话不多，但当提及学生
们的优点时，他眼中总是绽放出动人
的光芒，像极了一位父亲在向人炫耀
自己争气的儿女。

“职业教育担负了很多人的寄
托。”崔西展的职业生涯大多是在职教
领域度过的：1989年，在青岛纺织工
业学校工作；1997年，在青岛高职校
任团委书记；2000年，被选拔为青岛
第二十八中学副校长；2007年，成为
青岛商务学校校长；2010年，担任青
岛电子学校校长。他参与、见证了青
岛职业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对职教
有着深厚的感情。

刚到青岛电子学校工作时，崔西
展提出了“打造新电子，服务新经
济”的办学总目标。后来，他又提出
了“成就一个学生，幸福一个家庭，
奉献整个社会”的办学理念，致力于
建设：一所弘扬校园文化、倾注人文
关怀的学校；一所注重培养学生责任
意识、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学校；
一所师德高尚、爱心育人、严格管理
的学校；一所学生满意、家长认可、
社会知名的学校。当时，有些教师觉
得 这 句 话 太 过 朴 实 ， 朴 素 到 有 些

“土”。
但随着对这一理念的不断践行，

越来越多的教师更加深刻认识到，教
育本就是如此朴实的事业，这看似直
白的一句话，却直击人内心。

只有真正落地、让学生受益的办
学理念，才有生命力。崔西展通过纵
横对比，找到了精确的落脚点。关于
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的区别，他
给出了这样的解答：“普通高中仍然是
基础教育，是为学生将来进行专业学
习或者更大的提升打基础的教育。职
业教育的话，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培养
专业工程师，他们既要有理论基础，
又要有专业特长，为将来的就业创造
宽广平台。”

其实，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第一
次走进青岛电子学校校园时，很多人
的眼神里有对现实的无奈和无助，还
有对父母的愧疚。这样的眼神总是能
深深刺痛崔西展。

“成就一个学生，幸福一个家庭，
奉献整个社会”，不只是写在墙上的办
学理念，更是点燃在每个感人故事里
的“烛光”，见证着美好的改变。

曾经有一个男孩，刚来学校时经
常气得老师们直摇头，几乎被大家放
弃。崔西展急了：“学生有问题，老
师、学校怎能逃避？”

于是，崔西展找这个男孩谈心，
像朋友一样和他相处，经常对他说：

“你是一个男子汉，如果不努力学点本
领，将来怎么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呢？”
在崔西展的鼓励下，这个男孩渐渐把
精力放在了学习上，毕业后找到了一
份很好的工作。他的家长给学校送了
一面锦旗，几欲下跪感谢学校挽救了
他们的孩子。

教书育人之道，自古就有传道授

业解惑之说，崔西展说：“璞玉雕琢方成
器，老师、学校必须重视德育工作，这
是关系孩子一辈子的事情。”而学生们总
是亲切地称他“校长伯伯”。

■“把脉”

对职业教育，崔西展有着深刻而独
到的解读：“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联
系紧密、贡献直接，它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方面具有长效性，可以说，职业教育
是民生工程，是面向未来的事业。”

而谈到职业教育的作用时，崔西展
说得最多的便是黄炎培先生的那句“使
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近年来，青岛电子学校紧紧围绕电
子、电气、计算机三大主打专业和城市
工业布局，以及企业用人需求，调整

“焦距”，深化专业内涵，培养学生。
为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崔西展带

领老师们研究开设了三二连读大专、五
年制贯通培养大专、“3+4”对口分段培
养直通本科等不同层次的教育品种，努
力搭建人才成长“立交桥”，让中职学生
有更多选择——“退”可直接就业，凭
借扎实的专业知识，成为行家里手；

“进”可继续深造，为进一步学习奠定坚
实基础。

作为一名老师，崔西展遇到事情总
是用积极的心态去解决，给学生大胆尝
试和“试错”的机会：学校购买的新型
无人机被学生摔坏了，他不责备，反而
出资买来零部件让学生尝试着修理；学
生出于好奇，将电脑键盘按键拆卸重

组，他也不责备，让学生继续自己动手
修复并探索原理。

“要教就教最新的技术！”为了给学
生提供优良的学习条件，青岛电子学校
先后出资上亿元，建立了物联网、3D打
印、校园电视台、摄影棚、未来教室、
光伏发电等40多个专业实训室供学生使
用和实践。

“入职以来，一直感觉时间不够用，
每天都好像有人在后面使劲推着你走。”
这是青岛电子学校年轻教师的普遍感
受。而对入职10年以上的教师而言，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隐秘无形的推背感一
直存在……

在关注国家、山东省市电子业界最
新动态，及时调整专业设置方面，青岛
电子学校常常是半年、几个月的“突
击”后，就敲定一个新兴专业，快到让
人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职业学校的校长，站在时
代发展的风口上，必须要有前瞻性、方
向性的战略判断，才能引领学校与时俱
进。”崔西展说，密切关注、及时了解国
家、山东各项产业布局的调整与发展，
抓住一切重要的时间节点作出反应，快
人一步至关重要，这对学生三年甚至未
来的成长、教师以及学校将来的发展都
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020年 6月，青岛电子学校宣布开
设工业互联网专业，3 个月后开始招
生。这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拍脑袋”
的决策，而是经过了一系列调研、实地
走访、课程研发和就业前景调查工作，

“把脉”后的审慎决策。

专业的开设得到了广大考生的高度
认可。从专业开设到招生宣传，再到发
榜录取，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青岛电子
学校工业互联网专业就交出了一份令人
瞩目的成绩——计划招收一个班30人，
最终录取60人，扩招一个班。

创新对崔西展来说，从来不是一句
空话，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年轻人，“外出
学习一是会触发我们学习别人好的经
验，二是会触发我们对自己本身的反
思。”

崔西展说：“只有紧紧把握时代和城
市的脉动，才能找准人才培养改革创新
的方向，才能不负育人育才的使命。”

■ 最踏实的幸福

《青岛市工业互联网三年攻坚实施方
案(2020-2022 年)》 提出，力争到 2022
年，建成核心要素齐全、融合应用引
领、产业生态活跃的世界工业互联网之
都。眼下的青岛，站上了进一步转型升
级迈向“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的新起
点。

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与
就业和民生关系直接的教育类型，职业
教育所培养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整个
人才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崔西展认为，“企业是永远站在经济
发展最前沿的，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
要掌握什么样的技术，一定是企业先知
道。因此，学校要向企业学习，向行业
学习，向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学习，哪怕
暂时没有成熟的想法，也要在学校内部
引发头脑风暴。”

在铺就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和谐互
动之路方面，崔西展密切关注青岛市区
域经济的走向，实时调整学校专业课程
和日常教育教学，力求使整个教学过程
与企业的生产过程进一步吻合对接。

青岛电子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以其
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扎实的专业能力受到
企业“争抢”，毕业生就业率高，对口就
业率达到98%以上。每次听到企业家夸
自己的学生，崔西展总是眯着眼“呵呵
呵”地乐，十分骄傲。

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崔西展
带领青岛电子学校将国际化合作从“引
进来”变成“走出去”，与尼泊尔悉达
多·瓦纳斯塔利学院签署了中尼双方合
作备忘录，就共建电子、电气及光伏发
电专业达成共识，并在尼泊尔建立分
校，分享办学经验。

“好的教育模式就是让那些适合学技
术的孩子接受最专业、最先进的职业教
育。热爱学生就应该为学生的未来谋
划，让他们阳光发展，体面生活。”崔西
展说。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崔西展十分认
同青岛市政协主席杨军提出的“专注发
展，专心为民，专力履职”的工作理
念，始终关心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先后
向市政协提交了 《关于构建现代化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建议》《关于让青岛的职业
教育成为工业互联网“热带雨林”的增
长剂》等提案。

针对当前工业互联网人才培养存在
的总量不足、结构缺口、质量不高等
问题，崔西展多次呼吁，不断探索完
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率
先打造青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样本；发
挥好互联网类精品职校的作用，成立产
教融合委员会，搭建校企双方优势互
补、项目共建、资源共享、利益共赢的
合作平台。同时，做实鼓励企业举办职
业教育的政策，在服务国家和城市发展
战略的高站位上，不断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让职业教育的教育功能真正发
挥出来。

崔西展希望，通过不断深化与行业
龙头企业的合作，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助力区域经济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且擎红烛，崔西展希望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为每一名学生照亮前行的路。他
说：“让每一名学生掌握一门技能，将来
能为百姓办实事，为社会为国家作贡
献，是我们做老师的最踏实的幸福。”

工业互联网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
基石，它支撑了当今世界物质资料生产
中，从生产驱动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价值
创造的转变。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
都”，正是山东省青岛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路径。

在教育部、山东省率先共建国家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和青岛打造“世界工业
互联网之都”的双重机遇下，青岛电子学
校在办学定位中找准了“主场”，进一步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参与青岛国际
职教城建设、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方面进
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也正是“职教高
地建设”的要义所在。

每年参加学生的毕业典礼，崔西展看
着即将步入社会的意气风发的学生，心中
那份欣慰与幸福，就像朴实的老农满怀喜
悦地看着眼前丰收的麦田，更加坚定选择
教育事业是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事。

培养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目标并不
遥远。在教育教学中，崔西展重视对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选派教师去企业学
技术、邀请大国工匠进校园、加强产教融
合和校企合作等多种渠道让学生尽早接触
企业环境和文化。

在崔西展看来，一所职业学校提高质
量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让学生掌握
基本的知识点和技能；第二个层次是将知
识转化为能力，让学生的成熟度达到中级
水平；第三个层次是：尽职尽责、止于至
善。真正好的职业教育必须对学生的精神
和品质有所追求，这就是“工匠精神”。
他说：“对职业教育来说，98 分和 100 分
差别很大，许多重大事故，就是差那一点
点造成的。”

“我们要在服务国家和城市发展战略
的高站位上，与城市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让中职教育的作
用真正发挥出来。”崔西展满怀信心地说
道。

与城市发展
同呼吸共命运
王晨霞 本报记者 陈小艳

“让每一名学生掌握一门技能，将来能为百姓办实事，为

社会为国家作贡献，是我们做老师最踏实的幸福。”

——崔西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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