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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施行的新职业教育法，
为打通中职学生升学通道提供了法律依
据，也为新郑市职教改革提出了新的契
机。近年来，新郑市着力提升教育质量，
加大保障力度，畅通发展通道，推行“就
业与升学并重”，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和吸引力不
断增强。

近日，在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可以
看到老师正在为新入学的学生们讲授开
学第一课，从职业教育新面貌、高考升学
情况、相关专业介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学生们积极投入、认真思考，确
定了自己今后的学习重点。

“来到学校以后，觉得环境很好，
老师也很亲切，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老师的教导，可以圆了我的大学
梦。”新郑市中等专业学校新生孙奕新
告诉记者。

近年来，新郑市各职业院校紧密结
合地方产业优势和经济发展特点，不断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为地方经济高
质量发展赋能助力，初步形成了中职、高
职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各职业院校以
“双高学校”为标准，深入推进提质培优
工程，不断强化内涵建设，大力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取得了较大进展。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和同学们在认
真学习基础知识的同时，加强了技能的
提升，在老师的指导下，我获得了多个
奖项，去到了心仪的大学，现在我又被
选为今年参加全国大赛的选手。”新郑
市中等专业学校 2018级学生王钰甫多
次在各级技能大赛上获奖，并保送到了
心仪的大学。

新郑市不断提高职校办学质量，建
设特色化专业，引导学校优化专业布局
和资源配置，优化师资队伍，引进一批优
秀教师，创新教学模式，推广项目、案例
和模块化教学，让学生学到真本事、练成
真本领。

近年来，新郑市职教类型定位逐步
明确，办学模式机制愈加灵活，由原来单
纯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升学与就业并
重，在标准化建设、质量提升、对口升学、
技能大赛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明显成
效，夯实了中职教育的基础地位。结合
自身专业结构特点，充分利用周边产业
布局优势，积极探索办学模式改革。近
年来，各职业院校围绕新郑“三主三新”
产业优化专业结构，强化专业建设，积极
服务周边企业发展，签订了校企合作协
议，学生实现“家门口”就业。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苗圃 李萌

本报讯 7月 19日上午 9时，一对舞
狮表演拉开了新郑考院博物馆揭幕仪式，
历时4年多考院博物馆修缮布展完毕，在
全市人民的殷切期盼下展露新颜。

开馆仪式由新郑市文广旅体局党
组书记、局长赵舒琪主持，新郑市副市
长王淑慧致辞，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
胡鹏宣布“新郑市考院博物馆开馆”。

郑州市文物局副局长胡鹏，新郑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璩鹏辉，新郑市副市长
王淑慧，新郑市文广旅体局党组书记、局
长赵舒琪为新郑市考院博物馆揭幕，诚挚
祝贺考院博物馆开馆仪式顺利开幕。

开幕仪式结束后，领导、嘉宾们在讲
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了考院博物馆，参与了
考院博物馆举办的摸狮迎福、开笔礼、射
箭、投壶、古琴欣赏、茶艺品鉴等活动。

新郑考院博物馆位于新郑市南街古

巷中段，是清代举行县级科举考试的场
所。始建于清代，是新郑文庙重要组成部
分，光绪三十一年，兴学校，废科举，考院
从此废弃。新中国成立后，考院一直作为
教育场所，曾经做过师范、小学，后来教育
部门在此设立印刷教学资料的印刷厂。
新郑考院博物馆总占地面积 4893平方
米，建筑面积700多平方米，包含大门、东
厢房、西厢房、大堂、南考舍、北考舍、西花
厅7个主体建筑，主要展示中国科举制度
和新郑科举考试方面的相关历史文化，分
为科举历史、考院春秋、学优名仕、文韬武
略、科考人生5个展览环节。

此次考院博物馆盛大开幕，以全新的
姿态，多维度向四方来客展示不一样的博
物馆，也将以全新面貌为新郑文旅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王聪 文/图

本报讯 7月 14日上午，新郑市文广
旅体局团支部组织30余名返乡大学生志
愿者来到新郑市考院博物馆，开展了“传
承古文化 塑造新人才”研学活动。

志愿者先后参观了赶考情景再现、
多媒体放映、文物陈列等展厅，在讲解
中，了解考院历史文化，感受科举考试的
礼仪及制度、文考与武考等具体知识。
博物馆里丰富的文化内涵激发起返乡大
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古代考生的试卷，

尤其对高拱、白居易等新郑历史上的名
人显得格外感兴趣。

志愿者纷纷表示，这次活动让他们
对家乡丰厚的人文资源有了初步的了
解，逼真的考试场景、丰富的历史文化知
识让他们对历史上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
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领略了
家乡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青敏 文/图

本报讯 新婚是人生大事，自古如此。
现代女子结婚都会身着洁白婚纱，而古代
女子会穿什么出嫁呢？7月13日，记者走
进新郑市新建路上的有熊国创文化产业
园，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古代传统服饰
——云肩展正在举办，各种颜色、各种款
式的云肩，让人惊叹古人对待婚礼的重视
程度及精巧高超的刺绣手艺。

此次展出的 30余件云肩，皆是新郑
市收藏协会副秘书长王泉又女士多年来
的个人收藏。“作为女性，在收藏的过程
中，不自觉地就开始关注与古代女性相关
的藏品，如刺绣和银饰。云肩是古代女子
出嫁时必穿衣饰，用料多以丝绸为主，绣
工更是以打籽绣、纳纱绣等技艺为主，做
工精巧繁复，不同地域不同时代有着不同
色彩。”王泉又介绍道。

展品中，有几件明黄色或深黄色的，
据介绍是清代贵族女子所穿，每一片上
都绣有不同图案，栩栩如生，让人赞叹。
周边再饰以琉璃、玛瑙、蜜蜡、银饰，新嫁
娘走动时流光溢彩、环佩作响。现场有
几件黑色云肩作品，是来自新郑东部地
区的作品，当地多以黑色云肩为主，上面
用彩色丝线绣上各种祥瑞图案，为新婚
女子表达祝福。由此可见，在古代黑色
也曾是嫁衣颜色之一。而新郑本地作品
因其形制偏大、款式繁复，色彩以粉、紫、
蓝为主，艳丽夺目；有些地域的云肩则以
贴布为主。

在古代，嫁衣是女人一生中最神圣的
体己之物，女子在还未出嫁前就开始缝
制，一针一线，罗织着对婚姻的期许。展
品中的云肩上大多绣着喜气洋洋的龙凤、
鸳鸯、牡丹等，都寄寓了富贵吉祥的瑞意，
宛若女子生命的图腾。

除了云肩，在展览上观众还可以看到
古代女子用的“粉扑”，其精致程度远远高
于现代人常用的海绵粉扑。

“对于云肩的研究我们并不专业，王
泉又因为喜欢而开始收藏，也欢迎对这方
面有研究的专业人士前来指点。”最后，
新郑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新郑市
收藏协会会长、河南有熊国创文化产业园
负责人李建立表示，这次展览就是搭建一
个小小的平台，希望爱好收藏、懂得收藏
的人士能够聚在一起，共话新郑文化产业
的发展。
记者 杨宜锦 文/图

新郑文旅再添新去处
新郑考院博物馆正式开馆

新郑市考院博物馆

开展“传承古文化 塑造新人才”研学活动

新郑

强化改革促提升
让职业教育承载更多梦想

古代传统服饰云肩展在有熊国创文化产业园举办

来这里，感受古代新嫁娘的精致与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