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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育 教师节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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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0个教师节，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为集中展示我市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扎实

推进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进展成效和广大教师立德树人、

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全面展现人民教师时代风采，本报于9月9日-13日

连续五天开设教师节专刊，选登部分先进集体在不同教育领域的精彩育人故事，

记录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躬耕教坛的生动实践，向广大教师致以

节日祝福，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团结凝聚广大教师以更加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积极投身教育强市建设。

马龙，41岁，中共党员，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天津科技大学工业发酵
微生物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观我泱泱华夏，一撇一捺皆是脊
梁。华罗庚、邓稼先、钱学森、黄大年
等老一辈科学家冲破重重阻碍返回祖
国，用一腔热血践行“科学报国、振兴
中华”的爱国精神。在老一辈科学家
爱国精神的感召下，马龙在英国完成6
年公派留学博士及博士后研究后，放
弃牛津大学等多所知名大学提供的
科研职位，一心只想把所学带回祖国，
毅然回到津门故乡，成为了一名高校
科技和教育工作者。

润物无声 春风化雨

马龙从 2015 年开始每年都参与
特色助学项目“一帮一”活动，帮扶
一些家庭困难或对学习迷茫的同
学。他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教育学
生爱国、励志、力行；引导学生多读
书、深思考、善提问、勤实践；询问学
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并身体
力行地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思
想上的“包袱”。

他指导的“一帮一”王同学于
2018 年获得全额资助赴英国学习交
流的机会。借助这个机会，他鼓励王
同学出国留学，为其写了积极客观的
推荐信并多次为其修改未来研究计
划。王同学不仅获得了世界著名高
校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直接攻读博

士学位的资格，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王同学在英
国以出色的成绩完成博士学习，在马龙老师的影响下，她
也放弃国外优渥的待遇，选择回国效力，现已入职中国医
学科学院。

匠心筑梦 甘为人梯

回国短短几年间，马龙不仅承担了15项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项目及若干横向项目，还获批了6项中国发明专利，
并发表了百余篇SCI文章，其中多篇文章被Science等顶级
期刊引用。此外，他还入选2023年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
获得天津市自然科学二等奖、“天津青年五四奖章”、天津
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并曾获2023年天津市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支持。

他深知自己不仅是一名科技工作者，还是一名教师，甘
心为学生的科研事业和个人发展铺路。在担任本科生班导
师期间，他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从不让一位同学掉队；
而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努力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社
会责任感，创建了以研究生为中心，以“探索创新+学科交
叉+担当奉献”三个基本点为改革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新模
式，促进科研能力教育、知识拓展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
机融合，指导的研究生中已有10人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4
人获天津市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论文。一名博士研究
生参与了国家自然基金2项，发表SCI论文20篇，多篇为ESI
前1%高被引论文。培养的多名学生现已进入国内外知名学
府深造，多次指导学生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获全国二等奖、天津市特等奖。

初心不忘 服务社会

“生物分析”对于大众很陌生很微小，却与百姓生命
健康息息相关。食品安全检测、疾病筛查和治疗效果检
测都离不开它。马龙致力于在病原微生物的核酸分子
检测为社会尽“微”薄之力。针对以往核酸检测速度慢、
操作复杂、现场化程度低等科研难题，怎样才能快速和
准确地如大海捞针般地识别病原微生物，找到危害我们
健康的“敌人”？他决定把这块儿“硬骨头”啃下来。数
年如一日，寒暑不间断，最终他独辟蹊径地将可编程核
酸酶作为“识别”和“信号转换、放大内核”，有效解决了
这一问题。相关成果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多位
院士多次正面引用评价。这项技术与产品还在天津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津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中心得
到了实际应用和推广。

他还不忘积极参加社会服务工作，担任天津市微量
元素学会副理事长、食品安全与微量元素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天津市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国家自然基金函
评专家、教育部学位中心函评专家、《Scientific Reports》
《药物评价研究》《食品工业科技》副主编、编委及青年编
委等。在这些工作中他尽职尽责，并在食品安全、生物医
药相关领域多次参与志愿者活动及科普讲座，促进健康
知识的传播。

他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们对高等教
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
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用最大的
热情在三尺讲台奉献自己的青春，不负韶华，做幸福的
奋斗者。

通讯员 郑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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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着对教育事业的忠诚
与挚爱，躬耕教坛、潜心育人，把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促进专
业与学科发展、服务国家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自己追逐的梦想，投
身教学科研一线 19年。他就是
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
学院非织造材料与工程系系主
任康卫民。

康卫民，男，1979年2月生，中共
党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纺织学术
带头人、天津市中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
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创新能
手、天津市优秀科技工作者、天津
市“向上向善好青年”。

静心教书，倾心育人。学生这
样评价他：“康老师为人温润可爱，
我们在他身上感受到一种强烈的
报国之志，他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
方法、技术，还有对国家、对人民炽
热的爱。”康卫民历年评教均为优
秀，受到学生一致好评，被评为“我
最喜爱的研究生导师”。康卫民
在非织造专业教学中，注重课程
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探索了
“课程思政+守正创新”新路。他
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注重培养学
生科研创新能力，所指导学生发
表高水平论文150余篇，获学科竞
赛国家级、省部级奖项数十项，硕
博近 30人次获国家奖学金、4人
获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奖学金特等

奖、1人入选全国青托人才A类工程，培养出了若干名
非织行业企事业单位技术创新和管理骨干。

潜心教研 改革创新

康卫民认为，上课是天大的事，要努力把教学中
的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作为系主任，康卫民积极
推进本专业新工科教育培养方案改革和专业工程
认证，从产教融合、以研促教和课程思政等方面推
动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改革，并着力于专业多
元模块化实践教学模式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创
新推进。他先后获天津市、中纺联教学成果奖 3
项，主讲《熔喷非织造生产过程动态仿真》入选天津
市虚拟仿真金课；编写《非织造材料与工程学》等教
材 5部，成为非织专业本硕博和企业工程技术人员
的必备用书，为我国非织造材料与工程专业教材建
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到研究生
培养改革中，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天津市教
学成果特等奖。

躬耕科研 打破垄断

高品质氧化铝纤维制备技术长期被少数发达国
家垄断，国内离心甩丝技术制备的氧化铝纤维直径
粗、渣球多，难以满足高端领域应用需求。康卫民围
绕3-5微米高品质氧化铝超细进行技术攻关，带领团
队自行组装设备，历经十余年，设备从单针毛细针头、
到实心针、再到10孔针头，发展到目前阵列化静电溶
吹生产装备，实现了超细氧化铝纤维的批量化生产，
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氧化铝纤维制备技
术，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突破了氧化铝连
续长丝“卡脖子”难题，打破了国际垄断。近年来，他
主持和参与国家级项目12项、省部级和企业项目30
余项，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及省部级奖7项，有力推动非织
造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履行责任 彰显大爱

在同事们眼里，康卫民老师是一个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的人。有学生生活中遇到困难，康老师则慷慨
解囊，学生感受到的是异乡的温暖和感动；有学生面
临毕业工作的困惑，康老师则积极疏导，帮忙介绍工
作岗位。疫情期间，他利用非织造专业特长和团队驻
极熔喷技术的研究成果，积极投身科技防疫工作。他
不畏艰险、冲锋在前、真情奉献，先后奔赴现场对京博
石化、燕山石化、吉安三江等公司进行驻极熔喷原料
和非织造生产技术指导，为企业高性能熔喷非织造布
的生产保驾护航。他在危中见机，夜以继日进行研
究，团队研制出的高防护、高透湿、快速摘脱的一体化
病毒防护服，在全国148个海关正式列装，为抗击疫情作
出重要贡献。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征程

上，康卫民时刻铭记教书育人的使命，大力弘扬教育
家精神，知重负重，攻坚克难，拼搏奉献，用实际行动
诠释新时代教育者的担当，继续书写育人新篇章。

通讯员 刘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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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这片充满历史底蕴与
现代活力的土地上，有这样一位
教师，他不仅是电梯行业的国家
级技能大师，更是天津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的杰出教授与高级技师
——刘勇老师。在教师节这个特
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走进刘
勇老师的世界，感受他那份对教
育的热爱、对电梯技术的执着，以
及他如何在职业教育领域书写着
不平凡的篇章。

从“企业专家”到“职教名师”

的华丽转身

刘勇老师，年逾五旬，中共党
员，以其深厚的专业技能和无私奉
献的精神，成为了职业教育领域的
一面旗帜。他曾是一名普通的电
梯维修工，凭借着对技术的无限热
爱和不懈努力，逐步成长为国家重
点工程的总工程师。然而，事业的
巅峰并未让他停下脚步，他选择将
这份热爱和积累的经验带入教育
领域，成为了一名职业院校的教
师。这一转型，不仅是对他个人职
业生涯的重新定义，更是他教育情
怀的生动体现。
在职业院校的讲台上，刘勇

老师将机电设备安装及应急救援
的绝活倾囊相授，让枯燥的理论
知识变得生动具体。他主持完成
的各类教学及科研成果多达 10
项，其中不乏省部级以上奖励和
国际先进水平的项目。这种从实
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们在掌握技能的同时，也

深刻理解了“工匠精神”的内涵。

匠心独运 打造电梯教学新篇章

刘勇老师深知，职业教育的核心在于实践。为此，
他首创了“电梯困人应急救援”教学实训平台，解决了狭
小空间内层轿门联动等多项复杂难题，为学生提供了优
质的实践环境。他还将平生积累的电梯维修经验设计
成12个课程思政案例，有机融入教材中，让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课堂上生根发芽。

在教学之余，刘勇老师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
活动。他担任新疆和田对口支援天津职教专家团副团
长，培养新疆籍教师，与新疆学生结对帮扶；他挤出时间
赴河北威县开展职教帮扶工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大
爱无疆”的深刻内涵。

勇立潮头 引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刘勇老师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他将奥的斯电梯等
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引入日常教学，使教学效果显著
提升。他主持建设的校企共建实训室、实训基地和理实
一体化课程，为学生们搭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他
独创的“特种作业”专用教学模式和“模拟仿真电梯井
道”工作场景，解决了特种设备实训的教学难题，让学生
的学习之路更加顺畅。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学生特种作业资格证取证时间
提前半年，平均取证率达到95%以上。这一成就不仅为
学校赢得了荣誉，更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刘勇老师也因此入选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评选的
“校企合作双百案例”，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佼佼者。

传承电梯文化 续写行业新篇章

作为电梯行业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和资深专家，刘勇
老师对天津乃至全国的电梯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他
多次参与天津历史悠久的电梯维修和保养工作，如天津
利顺德大饭店的百年电梯和天安门城楼上的天津造电
梯等，这些经历让他对电梯行业充满了敬畏和热爱。

他不仅在技术上追求卓越，更在文化传承上不懈努
力。他主持撰写的电梯行业标准和赛项标准，为电梯行
业的规范化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他还积极参与鲁班
工坊EPIP工程实践创新联盟建设工作，将天津的电梯文
化和技术推广到国际舞台。

匠心筑梦 未来可期

刘勇老师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匠心筑梦”的深
刻内涵。他在电梯领域的精湛技艺和无私奉献精神，为
职业教育树立了榜样；他在教学科研中的勇于创新和社
会服务中的大爱无疆，赢得了师生的尊敬和社会的赞
誉。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勇老师将继续
在职业教育领域发光发热，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他也将继续传承和发扬天
津的电梯文化，续写电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故事。

通讯员 储靖伦 宋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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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
（天津市机电工业学校）的数控加工
中心，有这样一位教师，他以匠心独运
的教学方法和无私奉献的机电精神，
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技能精湛的能工巧
匠。他就是李子齐，一位集全国优秀
指导教师、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天津市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于
一身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他的故事，
是关于信念、坚持与传承的动人篇章。
李子齐是学校数控加工中心教师、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高级双师型教师、
加工中心操作工高级技师，也是全国
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世赛选拔赛项天
津市集训队教练组组长。

匠心独运 育人传承

“把工作当作一种信仰，把教育视
为一份事业。”这是李子齐常挂在嘴边
的话。自入职以来，他始终坚守在教
学一线，将立德树人贯穿于教育的每
一个环节。作为班主任，他深入学生
内心，用爱心和耐心引导学生成长，在
他的班级里，每一名学生都能感受到
家的温暖和老师的关爱。
在数控铣教学的道路上，李子齐

已经默默耕耘了17年。他经常传授经
验给年轻教师：“要培养出优秀的技能
人才，就必须将自己的实操经验和知
识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总
是耐心细致地讲解每一个操作步骤，
亲自示范每一个技术难点。在他的指
导下，学生们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业
知识，更培养了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在赛场上，李子齐更是学生们心

中的“定海神针”。为了让参赛选手适
应高强度的比赛节奏，他坚持每天清

晨带领选手完成2公里耐力跑，同时关注他们的饮食营养搭
配。在紧张的备赛期间，时刻关注学生们的心理状态，及时给
予心理疏导和鼓励。正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悉心的指
导，让李子齐的学生们在赛场上屡创佳绩。他指导学生李峰、
李远东、张旭3人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数控综
合应用技术赛项一等奖；参与指导学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制造团队挑战赛赛项荣获金奖。

专业领航 追求卓越

机电人向来是“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做教师就要做
优秀的教师！李子齐深知“给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的道理，为了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他积极参加各级各
类比赛，通过赛场历练不断检验和提升自己。在他的职业
生涯和赛场经历中，也多次绽放“闪光点”——第六届全国
数控大赛天津选拔赛数控加工中心四轴职工组第一名、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拔赛数控铣项目入围国家集训
队；除了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外，李子齐还积极参与学院
教学专业建设和改革工作，他参与主编了《数控铣床操作与
编程实训》一书并翻译成英文，在马达加斯加“鲁班工坊”建
设中，为塔那那利佛大学提供了广泛的实训应用。他还牵
头推进学校与多家企业的校企合作项目，成功解决了数控
铣加工中的技术难题，他参与完成的天津市教育科学学会
“十四五”课题《职业院校多能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
究》成功结题，进一步推进了学院数控技术专业课堂教学改
革和教师专业化发展。

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在李子齐的心中，培养技能人才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找
到一份好工作那么简单，他更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
家培养更多的栋梁之才，为祖国的制造业发展贡献力量。在
他的悉心培养下，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技能大赛中崭露头角、
摘金夺银，17人免试升入本科院校就读，1人研究生毕业，2名
学生被技工院校聘用成为技工院校教师，4名选手成功被四
川某研究院录用，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报效祖国。每当看到学
生们取得成就时，李子齐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
说：“听到看到学生们有所收获，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如今，李子齐依然奋战在教学一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匠心精神的内涵。他说：“我真心热爱这份事业，我愿
意为之付出一切努力！”在他看来，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
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有恒凌云志，无谓永攀登。对于李子齐来说，成绩的
取得只属于过去，今后的道路任重而道远。现在的李子
齐，正在积极筹备第二届全国职业院校科普卫星研制工程
邀请赛和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他将继续秉持学院“责任、
良心、品质、服务”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践行弘扬教育家精
神为使命，以专业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动融入新质
生产力为目标，不懈追求、勇攀高峰，努力为学院、为企业、
为社会、为国家贡献力量，传承匠心，成就非凡！

通讯员 刘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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