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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云南省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和福生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30 年的改革开放沉浮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历史已
经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历了 60 年风风雨雨和沧桑巨变，云南的教育发展
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值此举国欢庆之时，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我们有许多感
怀，更有许多期待。

古往今来，“边疆”一词，多少意味着落后和欠发达。边疆大学身处祖国
西南边陲，淡定平静，却也有些寂寞。如今，当 “云南应该成为中国与东南
亚、南亚的陆上经济通道”这一思路开始影响国家战略的时候，才是云南真
正彰显战略要冲地位之时。眼下的云南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正在雄姿
勃发地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桥梁”和“腹地”。

瞻仰西南联大纪念馆，凝视那些发黄的照片，一个疑问浮现脑海: 西南联
大的精神还在吗? 漫步在贡院遗址，手抚着斑驳的匾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国之精英聚集一堂共谈国事理想，在战火硝烟中耕学不辍，在边陲之地艰苦地
播撒着民族复兴的希望。整整八年，这里是整个中国学术与思想的最前沿。余
音绕梁，绵延不绝，现在我们又记得起什么? 我们还缺少什么?

1950 年，云南省只有两所普通高等院校 ( 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 ，
2 481 名在校生，683 名教职工; 如今，全省已有 63 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
53 万，教职工 3 万多人。2008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6. 17%，跨进高
等教育大众化门槛，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始阶段。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数
人才拥有的“奢侈品”，实现了从“学无门”到 “学门洞开”的历史性跨越。
始自 1923 年招生纳贤的私立东陆大学，云南省高等教育始终在落后的焦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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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直追，饱经沧桑，百转千回，终于进入大众化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
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跨越。这不仅是云南省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更
是云南省一所所可爱、可敬、可贵的边疆大学的辛勤耕耘、筚路蓝缕的曲折发
展之路。边疆的高校艰苦奋斗，为师生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成为我们进一步
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坚实基础和宝贵财富。

回顾过去，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一所所边疆大学与时俱
进、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团结拼搏的结果。审视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起步
晚、总体水平不高、规模总量不足、办学条件薄弱的矛盾依旧十分突出，质量
和办学效益的改善和提高离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仍然还有较大差距。展
望未来，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边疆大学肩负着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使命。社会
越重视、越关注、越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压力就越大，责任就越大。
“谦谦君子，和而不同。”云南是中国的一分子，必然要在中国文化的大

熔炉里磨炼自己，也必然要不懈地追赶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其间，
硬指标固然重要，软实力更需加强。云南人是大山的子孙，热情包容，善良耿
直，这些美好的特质将在国家统一的高等教育战略格局中独树一帜。五彩的多
民族文化以及多姿的教育探索，理应成为边疆大学持之以恒的价值目标。

有人问: 为什么用 “可爱”一词来聚汇师生的感受而不用其他更瑰丽的
词语?
“美丽”、“优秀”、“卓越”……这些都不合适，只有 “可爱”才是我们

云南山、云南水、云南人、云南教育最贴切的形容。
是为序。

2009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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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高等职业院校的“独门绝活”

张建新 董云川*

把“独特”与“色彩”两字合并，就有了独特的色彩，就是 “特色”。
办学特色，就是体现一所院校办学的特殊性，而正是这一所所大学特殊性的综
合，构成了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整体。

———题记

引言

云南省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而且也是一个动物王国、植物
王国、有色金属王国，更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云南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多样
性和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也带来了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多样性。

云南高职教育尽管开始时间不长，但其成长之迅速、发展之快令世人瞩
目。短短 20 年的时间，已占据了云南省高等教育的大半壁河山，为经济和社
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09 年春天，34 所农业、冶金、科技、能源、交通、
林业、热带作物等高等职业院校分布在祖国西南边陲这块红土地上。

我们作为参与高等职业院校第一轮评估的亲临者，从通过高等职业院校第
一轮评估的 10 多所院校中，选取其中几所院校的一个侧影，以管中窥豹，走
进“可爱的边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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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父母之心育人
———云南爱因森软件职业学院的拳拳之心

我非常荣幸从事这项光荣的教育事业
我起誓
我将忠于帮助学生成功的神圣使命
勇于承担对国家、社会、家人和朋友的责任

恪守正直与诚实
以感恩的心态面对人生
热爱团队，永争第一
坚持向社会提供一流的教育服务
尽职尽责为学生提供最大的帮助
并以自己不断丰富的荣誉
成就爱因森百年大学的梦想

这是云南爱因森软件职业学院已获国家版权保护的教育誓言。
中国人有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一旦起誓、承诺了的事就一定会尽最大努

力履行自己的诺言。“云南爱因森软件职业学院教育誓言”是爱因森教育模式
的一种高度浓缩，每次举行正式会议或各类庆典时，参会的全体老师都会高声
诵读此教育誓言，那种发自内心的真诚令人肃然起敬。

那是一个令爱因森人永远铭记的日子: 1999 年 7 月 4 日。从云南财经学
院毕业的李孝轩、汪焰等几个普通的学子，在财经学院老师的指导下，靠东拼
西凑来的 1. 2 万元，购买了 12 台旧电脑，在昆明市江岸文化中心租了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房子，开办了武术和电脑培训班。

这是在众多电脑培训班中毫不起眼的一个培训班，使用的是一个挂靠的办
学许可证，没有多少人看好它的前途，就连它的创办者们也是小心谨慎，不敢
轻言它将来会走到什么地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资金、人才、经验严重缺
乏的爱因森几度内外交困。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培训班，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仅过了短短的 10 年，就成长为云南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
———爱因森教育集团。这正应了创业团队领头人李孝轩的座右铭: 只需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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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出行。
2004 年 11 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爱因森从一个计算

机培训站升格成为一所高职学院，开始了爱因森创建一流应用型大学的征程;
2005 年 8 月，爱因森学院列入国家招生计划开始招生; 2006 年，爱因森成为
第一家入驻昆明职业教育基地的学校，先后投资 3 亿元，在嵩明杨林工业园区
内开设了 23 个高职专业，另有 100 多种国际国内职业资格证书的短期认证培
训; 2007 年，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学院与英国伍斯特大学开展合作办学，
共同推出在本国攻读国际学位的 “3 + 1”教育模式，帮助学生实现出国留学
梦想。2008 年，爱因森学院首批大专毕业生顺利毕业，年终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

作为一所民办院校，学院坚持 “自强、卓越、报国”的传统精神和 “正
直诚实、以父母之心育人、对结果负责”的优良作风，坚持 “勇于承担对国
家和社会的责任”的办学思想，回报社会各界对学院的支持与帮助。

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学院每年投入经费 60 余万元开办 “少数民族发展
扶持班”，现有两届 “少数民族发展扶持班”学生，招收了德昂、基诺、独
龙、阿昌、普米、布朗、怒族等 7 个总人口在 10 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学生近 60
名。该班学生实行免学杂费、住宿费、教材费，对特别困难的学生给予生活补
贴等，这对帮助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边疆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从 2005 年开始，学院就自筹资金设立了 “自强奖学金”，一等奖 11 600
元。学院严格实行奖学金评选制度和程序，确保了奖学金颁发给最优秀的学
生。2007—2008 年，共有 2 022 人获奖学金或助学金，总计金额 416 万余元。

2008 年的汶川地震灾害中，学院四川籍学生杜宜君的母亲在地震中不幸
遇难，学院领导亲自找该生谈话，予以慰问和勉励，学院减免该生全部学费，
并给予困难补助……

10 年来，爱因森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传奇: 率先在云南推出 IT 国际认证
培训，成为云南省第一家美国微软中国云南区授权培训中心，组建了云南省第
一家民办软件职业学院，成为云南第一家投资数亿元建设千亩校园的民办大
学，第一家每年斥资数十万元免费培养云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办高校，首家
成立党委的民办高校……
“以父母之心办教育，帮助学生成功”———这是爱因森教职工时刻牢记的

誓言。

5



煤矿井下长大成人
———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 “定单教育”

我穿上蓝色制服，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靴子，拿着矿灯跟着张师傅到了
矿井洞口。井里装着一台矿井提升机，一条粗大的钢丝绳伸到井里。我围着井
口绕了一圈，小心翼翼地往里看，一个大黑洞，很吓人，不敢相信里面有人在
作业。

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鼓足勇气，迈进从井里提升上来的罐笼。罐笼下降
了七八米，就进入完全黑暗状态，我感到绝望和压抑。“罐笼”下降得越来越
快，耳边是呼呼的风，耳膜、胸口很难受，说话都听不清。

井下的世界真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漆黑一团的世界，用地狱形容一点不过
分……

最后上来，感觉地上的世界这么可爱，感到那些在井下作业的工人真是可
敬、可叹，感到自己对生活真没什么好抱怨的。逐渐适应井下生活后收获到的
不仅仅是对专业知识的整合，而且感觉到自己长大成人了。

这是一位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订单教育”实习的真实感受。
这个坐落于美丽的珠江源头第一市———云南省曲靖市的学院，是云南省唯

一以能源工业为主办方向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说到井下一线采煤工人，人们很难与大学生对上号。采煤，似乎不需要多

少文化知识，只要身体健康，有力气就行。即便是煤炭专业的毕业生，在选择
工作时，也往往放弃煤炭行业。就以全国产煤大省山西来说，全省县级以上煤
炭企业有 30. 62 万名工人，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的有 26. 6 万人，占到工人总
数的 86%左右，基础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普遍不高。高级技工占从业人员总
数的比例不足 3%，而地方煤矿的高级技工比例还不到 1%，乡镇煤矿几乎为
零。井下生产一线工人中，绝大多数没有参加过正规的专业技术教育或培训。

能源建设需要人才，产业发展渴盼人才。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近 30
年的办学历程中，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坚持 “立足煤炭，面向能源”的办
学宗旨，担负着为煤炭等艰苦行业、重点行业生产、管理第一线培养输送人才
的重任，逐步形成了 “立足艰苦行业，主动为云南煤炭工业的持续发展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特色。即使在煤炭行业处于低谷时期，学院仍然坚持服务方
向，举办与煤炭有直接关系的采煤等专业 7 个，占专业总数的 35%。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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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毕业生到煤矿就业，云南国有煤炭行业中的管理和技术骨干 80%左右
是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进入 21 世纪，学院启动 “订单教育”。到 2009 年，先后与云南煤化集
团、贵州盘江煤电集团、云南金沙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盘南开发有限公
司、贵州兴安煤业有限公司、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宣威共创实业
有限公司、滇东能源有限公司、来宾光明煤电公司等 9 家企业集团签订 “订
单教育”人才培养协议。有 600 多名在校生与企业签订了订单教育协议，学
生累计获得签约企业提供的每月 200 ～ 260 元的生活补助近 400 万元。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2009 年 4 月 1 日下午，久旱的曲靖迎来了

绵绵的春雨，学院也迎来了尊贵的客人。在凉爽的学院上空，传来了副院长蔡
冰的欢迎辞: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第五届订单教育
启动仪式……感谢这些年来给我院的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铺垫建功立业之路
的滇东能源公司、盘江集团、盘南开发等订单教育企业……”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的短缺已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很多城市居民今年再次尝到了拉闸限电的滋味。和电力一样，骤然紧张起来的
还有煤炭和燃油。我们有理由相信，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以煤炭行业职业岗
位特征为导向的鲜明办学特色，将会使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同时又具有较强专业
技能的能源工业应用型中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在人才市场上热销，既是顺应国
家经济发展大趋势的明智之举，又可为个人发展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得味、得韵、得道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的办学境界

时间: 2008 年夏季一个炎热的下午
地点: 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办公室 4 楼
活动: 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的学生表演茶艺
这不单单是泡茶、识茶那么简单，还带有浓烈的艺术性质。
两个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的女生以古典淑女的站姿、坐姿和行姿为我们

表演茶艺，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泡功夫茶时，静、心、神合一，类似于做瑜伽的感觉，任何动作都要柔柔

的，缓缓的，营造宁静、空灵的感觉; 声音也要轻轻地，慢慢地，让我们听出
品茶的真谛，达到“得味、得韵、得道”喝茶三境界。

林治先生在《亮剑普洱》中说: “茶与道通，通在 ‘天人合一’，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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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自然’，通在‘尊生养生’; 茶与儒通，通在中庸之道，通在以清为美，
通在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茶与佛通，通在 ‘茶禅一味’，通在 ‘无住生
心’，通在‘一期一会’……”

这真是一种艺术。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茶原来要这样喝。
茶是世界三大饮料之一，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特别亲切的感情。千

百年来，中华各族人民在种茶、采茶、制茶、饮茶、用茶、运茶、卖茶等茶事
活动中，创造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茶文化，积累了深厚的茶文化底蕴。

云南是茶的故乡，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就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世界
茶源、普洱茶都、中国茶城———普洱市和神奇美丽的西双版纳两地办学。而茶
叶专业，只是他们 22 个热带作物专业中的一个。

美丽的彩云之南，热区涉及全省 15 个州市 85 个县市区，总面积达 8. 11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1. 9%，占全国热区总面积的 16. 9%。近年
来，热区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科技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综
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成为一块可以大有作为的土地。随着云南面对国内及东
南亚、南亚两大市场建设步伐加快，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条件的改善，彩
云之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

热区开发带来的机遇需要人才来支撑; 热区发展的空间呼唤着加大人才培
养力度。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作为全省热作人才的培养基地，有了大显身手
的机会。

学院以 “立足云南农垦，依托云南热区，面向全国，辐射东南亚国家”
的发展思路，形成了坚持以服务热带农业为主，面向云南热区的鲜明的办学特
色。茶叶生产加工技术专业 ( 茶叶生产与管理方向、茶叶产品加工方向) 、作
物生产技术 ( 热带作物生产方向) 和园林技术等专业，构建适应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的具有高职特色的专业群，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一线
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主动服务云南农垦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2007 年初，一场罕见的低温冰冻灾害袭击了我省南部地区，红河、西双
版纳等地发生了严重的橡胶白粉病灾情，仅云南农垦集团公司直接经济损失就
在 4 亿元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胶农们心急如焚而又不知所措。在这紧
急关头，正在云南天然橡胶集团公司勐养、景洪、西盟、江城等分公司实习的
云南热作学院学生们，利用所学专业技术知识，积极参与橡胶白粉病防治，使
胶农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这仅仅只是学院开展实践教学、服务热区经济的一个缩影。学院师生们更
多的身影活跃在热区的每一个角落，奔忙在热作产业发展的第一线。

云南省茶叶加工技术技能大赛，学院热作系茶叶专业教师参加了操作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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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定和总裁判工作; 茶叶专业的教师参加了普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组织的
中级茶艺师鉴定的相关工作，为思茅镇三家村举办茶文化专题讲座。2006 年
以来，有 2 203 名云南农垦培训生产管理人员从学院走出去; 为普洱市墨江、
景谷劳动局培训鉴定初级橡胶栽培工、茶艺师、计算机操作员等 1 830 人……

热带作物生产技术专业学生进校第一学期就进行岗位培训，第二学期以小
组形式分散到景洪橡胶分公司进行两个半月的专业认知实习，学生在技术员、
队长们的带领下直接参与橡胶生产各个环节的工作，对毕业后的岗位工作有了
初步的认识; 二年级时，利用两个假期进行社会实践，通过管理校内热作实验
地完成综合实践课程; 三年级，学生们又到省热带作物研究所进行顶岗实习、
专业实训，他们和研究所普通工作人员一样上下班，较好地掌握了实际工作所
需技能。

这里的学生之所以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学院的专业技术之所以为社
会信任，源于他们以为生产一线培养具有较强职业能力和较高职业素养的高技
能人才为己任，积极探索开放型的办学模式，走出了一条以实践教学为主的培
养学生职业能力、职业素养的路子。

耶鲁大学的教育理念是“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云南热带
作物职业学院也正朝向“得味、得韵、得道”的办学三境界努力奋进。

冶金高技能人才的摇篮
———昆明冶金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名片

2008 年 9 月 6 日下午，春城昆明秋高气爽，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校园
内欢歌笑语，一片节日的气氛。

原来，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正式启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同
时，该校牵头组建云南冶金矿业职业教育集团，成为云南省继轻工、旅游、工
业职教集团之后的第四个职教集团。这是一个以冶金行业为背景，以教育主管
为指导的跨地区、综合性、多功能、多层次、非赢利的社会组织。

作为国家示范建设高职院校，牵头成立云南冶金矿业职业教育集团，这既
是昆明冶专在更高起点上的提升，也是云南省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举
措。它必将促进参与各方获得更好的发展，带动云南高职教育的发展，推动云
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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