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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举行的 2012 年顶岗实
习双向选择招聘会上，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来自省内外的
近百家单位，为今年 300 名学生顶岗实习提供了近千个
岗位，毕业生供不应求，供需比例超过 1:3。面对如此火
热的招聘现场，记者来到艺术工程学校探索其中的奥妙。

谈起学校的办学特色和价值追求，校长李伟亚的语
气中充满着自豪、信心和力量。学校树立“让教师幸福工
作，让学生快乐成长”的办学理念，体现艺术教育的办学特
色，以学生为主体，尊重艺术教育规律和中职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自身发展机会和平台；以教师
为主导，为教师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条件和成长空间，不断
提升全体教师的职业道德、教学能力和幸福指数。

高水平教师团队是学校发展根本

“学校今天优异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支教学水平
高，让学生、家长及社会充分信任的教师队伍。”李伟亚校
长介绍说，目前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有教师140余名，专
任教师本科率百分之百，中高级职称占72％。其中音乐、
舞蹈、美术类专业教师47名，国家、省、市骨干教师、学术
技术带头人8名，郑州市名师6名，多名教师是国家音协、
美协、书协会员。在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教师作为传
道、授业、解惑者，他们以高尚人格魅力，卓尔不凡的艺术
才华，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德艺双馨，唯美求真”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目标，“学三平精神，做四心（静心做教
师、诚心爱学生、用心上好课、潜心做学问）教师”是教师
努力的方向，“语言播种、笔影耕耘、汗水浇灌、心血滋润”
是教师毕生的追求，这为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成就伟业
奠定坚实的基础。新的领导班子组建一年来学校面貌焕
然一新，快速、稳步的发展激发起了教师们的工作热情，
科学、人性的管理模式让教师们看到学校美好的发展前
景，从而充满热情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中。

学生满意成人 成才成功

作为一所具有艺术特色的国家
级重点中等专业学校，郑州市艺术
工程学校把“阳光诚信做人，精益
求精学艺”作为学生培养目标，培
养学生成为心态阳光，人格健全，
心理健康，积极向上，诚实守信，既
有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又有突出
的艺术特长的社会劳动者。在校园
文化建设上非常注重艺术氛围的营
造，本着“以正确的思想引导人，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美的艺术熏陶人，
以雅致的环境影响人”的校园文化建设思
路，为使学生充分展示才华，通过开展多元化的
系类活动，如校内每年多次的专业技能汇报演出、积极承
办各种省市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种演
出，为展示师生才华，激发学生潜能，拓展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李伟亚校长向记者

介绍，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目前采取“三个门类，四个层
次”立体多方位的办学模式设置专业来符合社会的需求。
其中三个专业群门类是：学前教育类、艺术类和计算机艺术
设计类；四个办学层次是：大专部、中专部、艺术高中部和实
训基地，学校还组建了高水平专业舞蹈队、合唱队，并打造
成为学校品牌，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再上一个新台阶。

社会满意 双选双赢 辉煌铸造辉煌

作为一所职业学校，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每
一名毕业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好的就业离不开学
校的正确指导，更离不开科学的就业举措。李伟亚校长
向记者介绍说，从 1997 年开始，学校每年都要举行大型
的顶岗实习双向选择招聘会，把用人单位直接请到学校，
先参观各专业的专业展示和汇报演出，然后与学生直接
见面，双向选择。招聘会从开始的 38 家用人单位发展到
2011 年的 200 余家，学生就业好成为学校工作的一个亮

点。在今年的双向选择招聘会上，短短一上午的时间，
大部分学生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单位。由于毕业

生紧缺，还有很多急需用人的单位没能如愿
签约，特别是学前教育机构。由于幼儿园

用人需求比往年有显著增加，各种教育
及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市
场竞争已经演变成为教育人才的争
夺。学生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为
抢先聘用该校毕业生，许多用人单
位在本次双向选择招聘会之前都通
过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如河南省文
化厅幼儿园、香港跨世纪儿童之家、
省商务厅幼儿园等，今年园长特意带

着往届毕业生前来招聘，希望通过他
们的现身说法吸引更多的人才。

建校以来，通过全校师生不懈的努力
进取，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的社会知名度越来

越高，取得的荣誉也越来越多。郑州艺术工程学校在今
后发展中，会有更多令人关注的作为，带来新一轮的精
彩。今天的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正在以李伟亚为校长的
领导班子带领下，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艺术的殿堂 人才的摇篮
——郑州市艺术工程学校特色办学内涵发展掠影

本报记者 于淼

与时俱进的办学思想 引领事业不断突破

在办学理念上，学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向，在一体两翼办学格局基础上，通过推行三个转变来实
现四个统一，最终达到五个满意。即以中职教育为主体，
以技师培养和短期培训为两翼；推行由关门教学向校企
合作转变，由单纯为学生服务向为学生、企业并重服务转
变，由重视理论教学向强化动手能力转变；从而实现教师
和师傅相统一，教室和车间相统一，作品和作业相统一，
学生和学徒相统一；最终达到家长满意、学生满意、企业
满意、教师满意、社会满意。

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 提升办学竞争力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学院探索
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管理体制：一是严把进人入口关，从
源头做起，在聘用、培养、选拔等环节坚决做到任人惟贤；
二是大胆改革，不畏压力，开创了教师竞课上岗的先例，
邀请省内著名大学知名教授和部分专家参与考评，公开、
公平、公正地对每一位教师的教学能力、业务水平、道德
风范进行综合评定，优胜劣汰。加大“双师型”人才引进
力度，从企业高薪聘用技术骨干和技术能手，招聘高学
历、高职称教师。仅2011年，学院面向社会引进硕士学历
以上教师和企业技术能手有50余人。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服务地方社会发展

职业类院校首要的社会职能和根本的社会价值体现
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实用型人才。郑州财经
技师学院也在郑州都市区建设的大潮中不断深化人才培
养模式，尽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深化校企合作是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
求。多年来，在校企合作办学中，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始终
走在前列，不断探索。尤其在订单培养、合作共建等方面
进行了有益尝试。目前，学院已和省内外 80余家企业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成立了长效机制的校企合作委
员会。2012年 3月底，组织邀请相关合作企业，联合河南
省现代物流技工教育集团的成员学校，成功举办了 2012
年河南省现代物流技工教育集团理事长会议暨校企合作

创新经验交流会，就如何开展更深层次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连续多年，
郑州财经技师学院毕业生供不应求，正是深化校企合作
所结的硕果。

全面改善办学条件 夯实办学基础

2003 年以来，学院年年有项目，校园年年有变化，办
学条件有了翻天覆地变化，为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硬件基础。2003年，学院筹资金700万元收购了一墙之隔
的金属回收公司；2004 年，学院实施了校园改建工程，增
强校园容纳能力；2006 年，新教学楼、宿舍楼和办公楼同
时竣工；2010年，升级改造运动场，充实实验实习设施，建
设一体化教室，配套设施更加完备；2011年6月，学生新公
寓楼开工建设；2012 年，学生新公寓楼将投入使用，教学
实训楼开工建设，学校的基础条件将进一步加强。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 积淀文化底蕴

文化是精髓，是灵魂，是一个学校长远发展的厚重载
体。多年来，郑州财经技师学院树立文化立校的理念，着
重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不断积淀校园文化底蕴，致力于营
造学校的浓厚文化氛围。

注重校园文化建设，有计划改造校园建筑，绿化美化
校园环境，精心布置育人景观，使校园的教室、墙壁、环境
充满文化气息，对师生员工有启迪、陶冶的育人功能；在
健全学校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创造公平公正、和谐有
序的良好氛围；加强学校文化建设的研究，努力构建适合
学校发展、具有学校特色的多元文化。正是多年的坚持
和努力，如今的郑州财经技师学院校园内已形成较为浓
厚的文化氛围。

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学院取得丰硕发展成果和显
著办学成绩。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河南
省职业教育先进集体”、“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教育先
进集体”、“河南省十佳办学单位”、“河南省文明单位”。

学院现为全国供销合作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学
校和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单位。
目前，全院师生正努力拼搏、锐意进取、携手打造品牌学
校，为郑州都市区建设做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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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财经技师学院创办于1979年，是一所与郑州市财经学校两位一体涉及经

济管理、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等学科的综合性国家级公办重点职业院校，现占地158

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在校生规模9000余人，年均培训学员达8000人，教职

工人数达350人。主要开设有财务会计、计算机应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物流

管理、市场营销、学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服装制作与营销等20多个专业，30余

年来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实用技能人才。

近年来，学院紧紧围绕“打造职教品牌、树立百年财经”的奋斗目标，坚持面向社

会、面向市场的办学方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

为导向，以职业技能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队伍建设为关

键，坚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服务，全力谋划学院发

展，全面提高学院的办学水平和扩大学院的办学规模，努

力把学院建设成质量上乘、水平一流的职业院校。

本报记者 夏楠 通讯员 孔德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