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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见证许昌巨变 （7）

连连看新闻

2017 年，国际遥感及智能信息处
理等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陈锟山教授，
率领团队正式加盟许昌学院。陈锟山
教授在理论创新和工程实践两个层面
与许昌学院开展了深度合作，助力许昌
智慧城市建设。

在今年 5 月 31 日召开的许昌市科
技创新暨“许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上，
陈锟山教授的“工业高速视觉检测识别
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获得
200 万元扶持资金。在本次大会上，许
昌学院的申建伟教授被授予“许昌市优
秀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称号，获 40 万元
奖励。此外，该校还有 47 人被授予“许
昌英才”称号，获得相应补贴。

为了服务许昌发展，2013 年 12 月
底，市政府与许昌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实施校地共建人才“双百工程”。
许昌学院先后选派了 100 名教授、博士
等 ，到 我 市 机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挂 职 锻
炼。挂职期间，他们积极牵线搭桥，在

企业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和特色人才培
养基地，强力推动校地合作项目建设，
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发展提供支持。
例如，许昌学院的法文君博士在挂职河
南大宋官窑瓷业有限公司期间，联合该
公司技术骨干连续申报了多个发明专
利，申报的科技攻关项目“新型功能钧
瓷的研发”获得省教育厅立项。

5 年来，“双百工程”成效显著，校
地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工程实验中
心、实验室 52 个，建立产学研合作基
地、实习实训基地 142 个，开展项目研
发 129 个、技术攻关 78 个，实现了政产
学研融合，多方共赢发展。

古语云：“得人者兴。”大到国家治
理 ，小 到 单 位 发 展 ，人 才 都 是 核 心 资
源。近年来，我市聚才引智，大力实施

“许昌英才计划”，先后引进创新创业人
才（团队）74 个、高层次人才 451 个，为
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城”厚植了人才
优势、积蓄了发展动能。

来自各地的许昌学院2019级新生在许昌东站登上大巴。记者 肖涛 摄

引进专家，开展科研合作；与企业对接，建设特色专业群

高等教育为“智造之都”提供人才支撑
□ 记者肖涛通讯员钟伟平汪浩

许昌师专文科楼位于许昌高中北
校区，1952 年建造，呈“工”字形，砖木
结构，上、下两层，红瓦覆顶，因此被学
生称为“小红楼”。该楼南面有开放式
走廊，东、西两端内置木楼梯，整体为苏
式建筑风格。

该楼在许昌师专升格为许昌学院
后，改为艺术系教室。后来，许昌学院
东迁，原校区改为许昌高中北校区，该
楼被当作文物保护起来。

我市中国古建筑保护与研究专家
王峰介绍，许昌师专文科楼是典型的苏
式建筑，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许昌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对研究许
昌学院校史及许昌近现代建筑艺术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4 年，许昌师专文科楼被魏都
区政府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
年，被许昌市政府认定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许昌师专“小红楼”

知识经济越来越依赖高等教育。资料显示，近年
来，我国国家重点实验室有63%建在高校，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有36%建在高校。高校是高素质、高层次人才
培养的基地和高新技术研发的基地，所引领、推动的不
仅是经济，还是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对接区域产业，打造专业集群；突出成果应用，联
合科技攻关；聚焦区域特色，服务文化创新……新中国
成立70年来，许昌的高等教育逐步发展，并通过产教
融合、校地合作、学徒制人才培养等模式，提升了服务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我作为‘七七级’学生进入这所
学校，2017 年以教师的身份从这所学
校 退 休 ，屈 指 算 来 正 好 40 年 。”9 月 8
日，许昌学院食品工程学院原党总支
书记赵建勋说，1978 年春天，他带着行
李，和 150 名新生一起走进许昌地区师
范学校报到。从此，他与化学班的 34
名同学一起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
春。

命运轨迹发生改变的，还有这所
学校。1978 年 12 月，录取赵建勋的这
所学校正式恢复名称——许昌师范专
科学校，距离上次使用这个名称已有
15年之久。

1942 年 8 月，河南省第五行政区联
立师范学校在许昌成立，这是许昌学
院的建校起点。1949 年 10 月，伴随着
新中国的成立，该校获得了新生。1959
年，国务院批准建立许昌师范专科学
校（大专）。1963 年，该校改为许昌地
区师范学校（中师）。

“那时，许昌师专大门朝西，占地
75 亩。由于地处许昌北郊，且门前有
一道河沟，许昌师专被市民和师生笑
称‘沟北大学’。”说起当年学校的这个

“别称”，许昌学院原党委副书记汪庆
华不由得笑了。

汪庆华也是许昌师专的学生，属

于稍晚的“七九级”。在他的记忆中，
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学生学习热情
高涨，教师备课认真积极。经过初期
的调整和完善，许昌师专逐渐步入规
范发展、稳步建设时期。20 世纪八九
十年代，在河南省教育界出现“三阳一
昌 ”（南 阳 、洛 阳 、安 阳 和 许 昌）的 说
法。许昌师专教学水平高、毕业生素
质高，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夸赞。

2002 年 5 月 22 日，乘着我省高等
教育发展的良好机会，许昌师专更名
为许昌学院，实现了由专科院校升为
本科院校的历史性跨越，也结束了许
昌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没有本科院校的
历史。

“怎么也没想到学校发展得这么
快，怎么也没想到学校规模这么大！”
说起许昌学院近年来的发展，汪庆华
连用两个“怎么也没想到”。许昌学院
占地面积从 70 余亩发展到 1000 余亩，
教职工从数十人发展到 1500 余人，在
校生从 400 多人发展到 23000 多人，学
科从三四个专业发展到 62 个本科专业
和 16 个专科专业，并且拥有 2 个国家级
特色专业和试点专业、6 个省级特色专
业、8 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6
个河南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我们始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
就业为导向，丰富办学内容；坚持以校
企合作、服务区域经济为目标，打造办
学特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
和较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了规
模、结构、效益协调发展，致力打造国
内一流特色院校。”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袁海涛说。

近年来，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坚持
推行联系许昌百家重点企业制度，定
期派教职人员深入企业一线，及时把
握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围绕许昌
四大新兴战略和地方特色，及时设立
健康养老服务、航空服务、临空经济等
专业，形成了富有区域特色、与产业链
紧密对接的专业链，建设了 12 个特色
专业群；与国家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300 多家企业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立了西继迅达

（许昌）电梯学院等产教融合学院；与

本地企业联合成立了 3 个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和 1 个协同创新中心，进行技术
创新和研发，完成科研项目数十个，其
中 5 个获国家专利；同时，将创新创业
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将专业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搭建了“3+
3+X”多级竞赛体系，在国家级大赛中
屡有斩获。

如今，在“先锋”众创空间里，学生
探索出的创新创业项目在国际大赛上
表 现 抢 眼 ；在“ 森 源 学 院 ”“ 西 继 电 梯
班”等冠名学院、冠名班内，校企一体
化办学的推行实现了校企深度融合；
在鄢陵县果木基地里，专家的科学指
导保障了农民增收增产；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招聘会上，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多年保持在 90%以上……许昌职业技
术学院已成为我市乃至我省职业教育
的一张名片。

除了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外，许昌

师专变学院，我市有了本科院校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为许昌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筑巢引凤，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电气职业学院、许昌科技学校、许昌幼
儿师范学校等职业教育院校也实现了
办学水平跨越式发展，为全市培养了一

大批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建设“智造
之都、宜居之城”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
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