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钣金专业实训大楼建设、优化新校区课程、

对接校企合作……暑假期间，车身修理培训基地负责

人、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卞建鸿的工作量反

倒有增无减。“待钣金专业实训大楼建成，校内相关专

业的教学水平将‘升级’。”卞校长表示，对于杨浦职校

而言，对标行业需求，优化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进行时

态”。

打造特色专业培养青年“大国巧匠”
2007年卞建鸿刚从杨浦区教育局青保办到杨浦

职校任职时，一位领导对他说：“杨浦职校是综合性国
家级重点职校，但校内却没有重点专业啊。”这句话深
印在卞建鸿脑海中。经过调研，杨浦职校的改革在校
内逐步推进。

“第一步是整顿校风。”卞建鸿最早曾在体育教育
岗位工作十余年，他以体育竞技的标准严抓校风建设
与学生培养。在整顿校风时，专业结构也进行了优化
调整。2007年杨浦职校由六所学校合并而成，其中不
少专业重复，部分专业课内容已经“落伍”了。关、停、
并、调，五年时间里，学校二十多个专业精简成为10
个专业，并形成现代汽车、旅游烹饪和创意设计等三
大专业群。随着车身修复专业发展成为上海市示范
性品牌建设专业、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交通运输类示范
专业点和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更多学生对专
业和学校的“获得感”逐渐提升。

近年来，杨浦职校培养出的学生因在世界技能
大赛上表现优异频频受到关注。世界技能大赛又被
称作青年“技能奥林匹克”，面向世界近50个成员国
的22岁以下青年开展技能比拼。2011年中国加入
世赛后，不少上海小将脱颖而出，走向国际技能舞
台。杨浦职校的三位学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2013年，杨浦职校培养出的中国队选手申鑫获得了
第42届世赛车身修理项目优胜奖。两年后该校罗
良夺得第43届世赛车身修理项目的银牌。2017年，
杨浦职校学生杨山巍代表中国取得第44届世界技
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金牌。作为车身修理培训基地
负责人，卞建鸿谈起世赛成绩时表示：“我们不单单
培养个体精英。”在卞校长看来，新时代下职业教育
的责任是将全体学生培养成为技能精英甚至是大国
工匠。

校企合作培养“免检”式人才
上海职业学校在发展时曾遇到了“一头热”情

况。校方想与企业合作，输送技能人才。企业却“紧
闭大门”，难以对接。2007年刚担任杨浦职校校长的
卞建鸿也关注到此情况，于是从校企合作入手，“开
辟”校内人才培养新途径。

2010年，汽车维修专业群中的钣金专业作为突破
点，与卡尔拉德公司进行合作。紧接着在2011年，杨
浦职校汽车维修专业马上又与上汽集团构建起校企
合作对接模式。旅游专业也“牵手”了锦江集团。记
者了解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海职业教育学校在培
养学生时使用校企合作方式，对标企业用人需求进行
人才梯队建设。

“这些年来，企业、学校逐渐以校企共建的形式
‘两头热’了起来。”卞建鸿说，如今职校人才培养时更
注重“深入融合”。企业提供学校耗材，提供实训场地
之余，还接受职校教师到企学习深造。学校也邀请企
业内技术人员到学校为学生授课。企业在此过程中
更可“跨前一步”，培养职场所需的技能人才。

作为上海职业培训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卞建鸿校长
观察到在改革开放40年中，职业学校的“地位”发生多次
变化。20世纪80年代推出中职、高职模式时，适龄青年
积极报名参与。随着产业革新，读职校却逐渐成为“不
受待见”的事情。“你到职业学校去干吗？好好读书。”很
多家长对孩子上职校的想法难免会有偏见。“但这些年
来，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孩子学习技能也能成材。”卞建
鸿介绍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车身修理项目银牌获得
者罗良当时被上汽集团“免检”录用，成为企业第一位中
职学历员工。实际上，发展“中国制造2025”时，企业、社
会都需要更多技能人才。在“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
伟大”背景下，青年匠人也将逐渐成为“主力军”。

卞校长从事职业教育11年，也感受到上海职业
教育的不少“领先点”，“比如上海职业教育学校近年来
重视对标国际视野，跨前一步培养出符合当代社会经
济和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也就是现在社会所提倡的
大国工匠。”他以杨浦职校举例说，当下职业教育在课
程设置方面上紧跟时代的脚步，“比如在汽车维修这一
专业中，教学时我们引入胶粘、铆接、铝合金修复以及
新能源技术新课程，可谓全面‘对接’市场需求。”

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卞建鸿：

校企合作多模式培养“大国巧匠”

好
情“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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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周年：追溯历史 致敬时代
三位亲历者谈职业 教育国际化、中药传承体验化、厂房更新艺术化

1978-2018，改革开放40年间，上海各行各业的优

秀从业者们亲历时代巨变。他们以创造之思，创新之

为，实现个体成就，影响行业发展。本期，亲历职业教育

发展、中药服务变化、旧厂房更新的三位受访者以其职

业视角，讲述新起点下的创新之路。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实习生 张文婧

“小朋友们，红花、当归、半夏这些中草药都是生活

中常见的。稍后我将为大家一一介绍。”全国劳动模范、

获得中华技能大奖的樊水玉在7月15日进行的2018年

“世界青年技能日”“大国小工匠”青少年技能宣传体验

活动上拿起中药材，向前来体验的中小学生介绍中医药

常识。“如今很多孩子已不熟悉中国传统医药了。我希

望和更多中医药同辈一起传播中医药文化。”樊水玉如

是向记者介绍说。

不断获取新知识的“金牌技师”
1977年，樊水玉自初中毕业后被国家分配到原闸

北区一家中药店做学徒。对于只吃过中药却全然不知
药理的樊水玉来说，当时自己可谓是个“门外汉”。“但
凡有跟着师傅的机会，我就认真学习。”樊水玉回忆说，
1978 年改革开放后，中医药行业发展走上正轨。彼
时，行业也增设了不少技能比赛。“不仅单位每年组织
员工比赛抓药、识药，上海市每年也有中医药技能竞
赛。”樊水玉当时立下个“小目标”——代表单位在技能
比赛上争金夺银。在目标带动下，她当时学习得更

“拼”了。企业里安排的三年培训课程，她在两年内就
完成了。

1984 年，樊水玉夺得上海市中药算方比赛第一
名。获奖可并不代表成就的终点。樊水玉并没有停止
深入学习中医药知识的步伐。1984年7月，樊水玉报考
了中药中专。“改革开放后，全民学习热情特别高涨。”樊
水玉回忆说，当时该校本来只招收50名学生，却因报考
人数超出预期而增加了10个名额。顺利考入中专的樊
水玉白天上班，晚上去上课。即便当时怀孕大着肚子，
她也坚持了下来，“学成以后，无论工作还是比赛我就有
底气了。”

樊水玉在1989年、1991年连续两届获得上海市中
药零售系统业务操作技术比赛算方、审方配方、认药、
中成药问病卖药、水泛丸五项全能冠军。1995年被评
为上海市劳动模范。1997年她凭借实力得到了全国首
届“中药技能大奖”，同年获得了全国“中华技能大奖”。

“我在近40岁的时候又选择到上海中医大学读书
深造了。”荣誉等身后，前来询问樊水玉抓药难题的顾客
越来越多。樊水玉为完善自身医学知识体系，选择继续
学习。1999年，樊水玉主动报考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医
疗系，在五年时间中选修了所有必备课程。

中药高级技师樊水玉：

传播中医药文化的 “金牌技师”
M50管理方：

旧厂房“蜕变新生”成上海时尚文化新地标

特约通讯员 徐志康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位于上海苏州河边的M50创意园可谓是上海文化

创意领域的集聚区。众所周知，这片吸引众多中外艺

术家入驻的创意园是由旧纺织厂改造的。见证历史变

迁的老厂房是如何重获新生，散发出艺术活力的？记

者从M50管理方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这片

上海时尚地标融入了老一辈管理人20余年层层优化、

突破改善的心血。

空置厂房的“再利用”思路
上海市普陀区莫干山路50号，原为始创于1937

年12月的信和纱厂，1966年更名为上海第十二毛纺
织厂。上世纪90年代前，纺织工业可谓是上海经济的
中流砥柱。但随着行业兴衰交替和产业转移升级，纺
织工业进入低谷。20世纪90年代，因上海纺织系统结
构调整，这家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纺织厂成为了破产企
业。1994年，原上海十二毛“分裂破产”并更名为上海
春明粗纺厂。没想到维持了几年后，厂子宣布第二次
破产。此时赵长征临危受命，兼任春明粗纺厂的书
记、厂长。

针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困难，如何盘活存量资产？
赵长征望着空置的厂房感慨，“厂房空置也是资源浪费
啊。”他和团队成员想到一个法子——利用空置厂房。
一班人为解决职工困难，忙试着搞起了厂房出租。起
初的想法是一来收租金，解决日常的开销；二来让一部
分职工有就业的岗位。起先厂房承租不限制行业。于
是敲煤饼、卖冰棍、做服装、搞印刷等五花八门的摊头
都进入了厂房。第一年年底结算，竟然收进租金80多
万元，“这对于一家揭不开锅的破产企业来说，可真是
天大的喜事。”2015年已退休的赵长征回忆起这段经
历，依旧记忆深刻。

进入21世纪，东方国际率先创新厂房出租的经营
之道引起了市经委的关注。厂房规模大且历史悠久，
为何不规划建设为都市型工业园区？在市经委的指导
下，老厂房开始了工业园区的建设。市经委为此曾拨
了两笔专项费用共100多万元给厂子进行 4万多平方
米历史老厂房群改造。“我们精打细算，修旧如旧，没乱
花一分钱。”赵长征介绍说，当时恰逢留学生归国潮，一
批归国艺术家关注到了修旧如旧的厂区。一拍即合，

他们成为了第一批厂房改造的入驻者。2002年香格纳
画廊、东廊艺术等第一批画廊以及丁乙、张恩利等一批
艺术家纷纷进驻莫干山路50号园区。2003年比利时皇
后莅临莫干山路50号园区。按照国外语言表述习惯，
外籍艺术家们习惯于把莫干山路简称为一个字母M并
在后面加上 50号。M50作为春明艺术产业园区的简称
传到了海内外的艺术圈。2004年美国某知名媒体把
M50誉为“上海苏荷”，将其与东方明珠、上海博物馆、新
天地等一起，列为上海文化新地标。

产业升级下旧厂房“破茧成蝶”
“上海春明粗纺厂就是M50。”赵长征出门谈业务

时，每次拿出名片时总要解释一番。据介绍，因为注册
登记规定，名声在外的M50却一直不得不“戴着”“上海
春明粗纺厂”的“土帽子”。2011年市、区工商部门的领
导，从改革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突破了原有的
规定，支持上海“M50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
登记，成为全国第一家以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相结
合进行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法人。作为全国改革的试
点单位，M50的商标也被评为“上海市著名商标”，成为
创意产业园区的又一个“全国第一”。

M50自2005年起，先后被市委、市政府及市经信委
命名为上海市首批11条文化艺术街区、上海首批创意
产业集聚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2007年被国家
旅游局批准为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2008年被中国浦
东干部学院命名为“教学基地”，2010年荣获国家AAA
工业旅游景点。2010年，上海M50以“藏在仓库里的酷
炫时尚”与“元老级艺术朝圣地 S0H0”的美国纽约苏荷
等艺术区一道，被评为“世界十大创意艺术区”。

目前，园区内已经有来自瑞士、加拿大、法国、挪
威、意大利、以色列、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香港、云南、
黑龙江、辽宁、湖南、上海等省市地区的140余家画廊和
艺术家工作室。声名在外的M50先后迎来了国际奥委
会前主席罗格夫人、德国前总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
格、香港特首等政要。英国文化大臣、瑞士大使、法国
总领事、加拿大副总领事，荷兰、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
领事也以私人身份慕名而来，从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各国观光者，营造了苏州河沿岸浓浓的城市文化氛
围。历时二十多年，M50从原本一家破产企业破茧成
蝶，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

樊水玉有句“名言”——站柜台，也要与时俱进。
据樊水玉介绍，以前的人到中药店来目的很明确——
有病治病。但如今随着保健意识增强，未病先防的顾
客逐渐增多，到中药柜台的人寻求合适调理方子的顾
客也在增长。在中药房工作30多年，她创立的“小樊
服务专柜”与“三尺柜台”和“一根线”服务方式已精准
服务上万名顾客。

应对市场萎缩的科普化尝试
樊水玉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同事们平均一

天会为顾客抓五六十张方子。高峰期时，每人需要
完成一百张方子的抓取量。下午一两点吃午饭属于
常事。人工配方忙不过来，单位还有电子配方机“助
力”。“但现在中药店已看不到如此‘盛况’了。”樊水
玉坦言，近年来中医药行业消费市场略有萎缩。中
成药的药品减少了，病患们对中药了解不深，逐渐选
择西药治疗。中药领域青年人才培养方面同样也遇
到难题。“近年来，学中药的学生并不多了。”说到此，
樊水玉面露惋惜。中医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体
现，却在近年来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樊水玉
观察发现，从源头上看学校中医专业的生源质量下
降。毕业后的学生虽100%分配工作，但到岗位上的
部分男性青年员工会因不满薪酬而选择离职。“改变
此情况需要让更多青年人切身感受中医药的魅力。”
樊水玉说，她如今虽然已退休，但依然觉得传播中医
药文化的责任重大。作为上海市中药行业的一块

“金字招牌”，樊水玉如今选择到培训中心担任特聘
实习老师。

就在上周末，樊水玉受中药实训中心“老法师”
之邀，在2018“世界青年技能日”“大国小工匠”青少
年技能宣传体验活动上授课。此次在实训基地的中
医药体验馆中，报名体验技能的小朋友们来自全市
中、小学。他们通过学、练结合，跟着樊水玉、孙蓉蓉
等老师掌握常用中草药知识，学习认药材、包香囊、
临方制剂等技能。“今后有机会我就来给孩子们普及
中药知识。”樊水玉表示，希望孩子们通过互动体验
了解中医药传统文化。据悉，近年来，不少区青少年
科技站也关注到中医药文化传承。樊水玉也常会到
社区、进课堂指导学生和家长“取精华弃糟粕”，了解
中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