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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深度合作共同育人，校企合作创出新方式

人才也可以私人定制？是的，这种“私人定制”服务是郑州艺
术幼儿师范学校深化校企合作，推行“现代学徒制”的一个新举
措。通过这种方式，该校毕业生每年就业率都在99%以上。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 文/图

今年17岁的段宇恒是郑州
艺术幼儿师范学校幼教二年级的
学生，一年级初次去幼儿园见习
的场景让她至今记忆犹新。“去之
前，我按照课本上学的做了个计
划，可是当我进到班里却不知道
该干什么，想要去帮忙，但是不知
道自己怎么做才能正确地帮忙，
特别的手足无措。”段宇恒说。

现在，这些对她来说都已经
不是问题。段宇恒说，在随后的
教学中，学校请来幼儿园的园
长、老师给她们授课，讲的都是

她们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和自身
体会，如什么时候该坐，什么时
候该站，什么时候该上前帮忙。
“现在我已经可以用孩子的语言
与小朋友沟通，用不同的方式与
不同性格的小朋友交流，我相信
毕业后我能很快完成由学生向
老师身份的转变。”

小段所经历的教育模式，就
是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深化
校企合作的教育模式，不止幼教
专业，该校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在
经历这种新的教育模式。

“校企模式主要是利用学校
里面的先进技术和师资力量与企业
的实际操作合二为一，教学实训由
实践性实训向生产性实训转变，实
施‘订单式培养’。”郑州艺术幼儿
师范学校招生就业办主任宋晓说。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聘请企
业、行业的专家作为特聘兼职教师
到学校任教，推荐学生到企业见习，
就像过去的师傅带徒弟一样，与以
前学校热企业冷的单一的低层次合
作不一样。这种是双向互动、多元

化的高质量合作，最终实现人才的
共育，达到学校企业的共同发展。

红枫叶教育集团旗下的北京
大学菁苗国际幼儿园就是与该校
合作的企业之一。该幼儿园园长
杨伟霞告诉记者，以前幼儿园招
的老师专业知识都很棒，唯一缺
点就是学生毕业入园后，就该如
何做一名合格的幼儿教师十分茫
然，需要适应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脱
节。”杨伟霞说，通过校企合作模式，

她经常到学校给学生上课，讲在工
作中遇到的情况，该如何解决，怎么
给孩子上课，怎么跟家长沟通等。

“学生们到幼儿园见习，提前
有一个适应过程，学生们去入职
的时候就不会手足无措，帮助他
们顺利地转变自己的身份，缩短
幼儿园与老师之间的磨合期。”杨
伟霞说。学校里面学习的理论性
内容是非常多的，而园方的实操
性比较强，只有理论和实操合二
为一，才能加快幼儿教师的培养。

如果你觉得校企合作的深度
就这么深，那你就错了。宋晓告诉
记者，企业和行业专家进入学校不
只是讲讲课，他们还与学校一起进
行课题研究、设计课程、开发教材、
修订方案、制定标准等。

据了解，目前，该校已与河

南省商务厅幼儿园、香港跨世
纪儿童之家幼儿园、北京大学
菁苗国际幼儿园、郑州市帝诺
装饰有限公司、亚太商标有限公
司等百十余家企业单位合作，双
方已形成了专业共建、教材共
编、标准共制、课程共担、基地

共享、人才共育的良性互动发
展合作机制。

凭借出色的办学实力在业内
树立了良好的口碑，郑州艺术幼儿
师范学校每年学生的就业率高达
99%，为幼儿园、企业输送职业素
养高、专业技能强的高质量人才。

校企合作助学生专业成长

现代学徒实施“订单式培养”

深度融合实现人才共育

昔日“圃田大泽”今朝生态福地
龙湖湿地：生态园林城市建设的新样本

这里是上古的“圃田大泽”，也曾是先秦的“天下九泽”之一。野有蔓
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描绘了郑州
泽国的美丽风景和美人。沧海桑田几经变迁，随着龙湖及周边湿地、公园的
建设完成，昔日的“圃田大泽”，再次成为众多野生动植物繁衍栖息的乐园和
市民游客放松身心、休闲健身的生态福地。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燕 文/图

龙湖区域以国际化、高起点、
高定位的生态建设为目标，先进
理念贯穿始终，项目从规划到落
地全部由国内外一流的设计单位
担纲设计，不仅延续了黑川纪章
环形共生、新陈代谢城市思想，还
拓展了美国SWA生态交错带概念
和低影响开发理念，以“绿环围
绕、绿线穿插、绿点均布”为布局
特色，合理安排城市各类绿地，实

现了碧水与长天一色、自然与城
市共生的和谐景象。

龙湖湿地全面落实国家海绵
城市指导意见，运用雨水管理、绿
色交通、生态群落营造等低碳节
能技术，遵循“渗、滞、蓄、净、用、
排”技术流程，大幅度减少硬覆盖
地面，建设雨水滞留设施、雨水收
集装置，不断提高城市雨水就地
蓄积渗透能力。仅北湖湿地雨水

收集系统年最大收集量就高达
11.4万立方米，可有效管理汇流面
积 25万平方米，回收净化雨水可
用于区域内 85%绿地浇灌，每年
节约 2.4万立方米灌溉用水。由
于雨水被留存及回渗地下，减轻
了城市洪水灾害威胁；同时地下
水得以回补，水环境得以改善，生
态环境得以修复，带来了巨大的
生态福利价值。

清晨的北龙湖，当第一缕阳
光映照在晶莹的露珠上,微风中飘
来几声清脆的鸟鸣，家住中州大
道附近的李先生已经拉伸完毕，
准备开始新一天的晨练打卡了。

“月半湾，是拍摄婚纱的幸福
新人们的打卡胜地；粉黛乱子草
原，是郑州新一代网红的打卡胜
地，魅力郑东音乐节，是音乐爱好
者的狂欢胜地……”谈起龙湖湿地
的好去处，李先生如数家珍，“天天

来，能不熟悉嘛！”“2018年春天，
500多只‘路过’龙湖歇脚的白天
鹅，就是老李最早发现的呢。”一起
健身的跑友王先生打趣说。

国际化、现代化的郑州龙湖金
融岛，与充满野趣和自然气息的龙
湖湿地，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共同
构成了和谐丰富的城市人居环
境。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格局，
环境优美、种类丰富的生态景观，
也成为广大青少年寓教于乐，走进

湿地、融入自然的新课堂。3年来，
先后有万名中小学生有组织地深
入龙湖湿地，与湿地动植物亲密接
触，了解认识湿地，激发关注环境、
保护生态、爱护动植物资源的热
情。据不完全统计，自龙湖湿地建
成以来，闲暇时来到龙湖湿地，回
归清新的自然空间，享受湿地带来
乐趣的郑州市民，已超百万人次。

龙湖湿地，正在成为郑州建
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新样本。

漫步龙湖湿地，30多棵树龄
超20年、摇曳多姿的大柳树点缀
在缤纷花海和沼泽栈道之间。这
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留得住绿水
青山，系得住乡愁”指示精神，从最
初的鱼塘村落边保留下来的。

按照郑东新区生态建设总
体规划，2015年龙湖区域生态
绿化建设大幕拉开，经过一年多
的科学紧张施工，迅速在一片荒
草鱼塘中，建起了 1000多万平
方米的生态绿地和郑州市区规
模最大、具有自然水生态系统保

护功能的千亩人工湿地。
经过 3年多的生态涵养，龙

湖湿地生态环境优美、植被丰
富、水域广阔，生长着法桐、国
槐、银杏等各类乔木、灌木、水生
植物近百种50余万株，白鹭、水
鸭、夜鹭、鸳鸯等20多种野生生
物在此栖息繁衍。

2019年初，水利部对第十
八批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正式授
牌，郑东新区龙湖水利风景区荣
获国家水利风景区称号，为郑州
市再添一块国字招牌。

海绵城市新理念

网红打卡新地标

千亩湿地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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