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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书第5年，刘虹敏已经从茫然无措的新教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业负责人、城市设计研究院院

长。如今，她兼顾教师和公司法人的双重角色，既是学科的带头人，也是公司的管理者。

“责任感与使命感一下子就很真切。”刘虹敏说，毕竟那么多学生跟着你，现在又成了员工，你得对人家负责。硕士导师

倒是为她感到高兴，在多数成熟或定型的公立高校或机构中，新人短时间内很难有这样的发展机会。导师觉得：合适的时

机，合适的地方，自己有能力就应该去发挥，就算过程会痛苦。

趁着接受采访，刘虹敏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捋了捋，结论是“太折腾了”。刚毕业时，她完全没想到过自己会做这么多

事，甚至当上“老板”。“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发现好多所谓的规则和舒适区是可以打破的。”刘虹敏说，真的只有不断尝试，

才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结果。

“折腾”也意味着改变和新生
为一个老旧社区改造时，刘虹敏设计了几个小屋，灵感

取自电影《指环王》中霍比特人的居所，她觉得造型别致。

然而，小区老人看了后却不高兴：为什么要在小区建“坟包”

一样的东西？研究院的人才意识到，设计与居民的习俗和

观念产生了冲突。

拆了，重新设计。“一个教训。”刘虹敏说，设计需要与居

民的需求、社区文化融合，不然适得其反。“比如白底上决不

能写黑字。”

后来，接到成华区秀水社区一个老小区改造项目，刘虹

敏带着学生先做调研。与居民代表交流，走访小区老人，不

断调整设计方案。小区二孩增多，老人带孩子，大孩可以到

处跑，可二孩小，老人抱着时间久了就累。“老人就提议说，

能否对小区设施好好改造一下。”

为了在实用性与美学构造上取得平衡，研究院设计了

很多凳子，并在一些几何形凳子装置中设置空间。这样，老

人休息时，可以把小孩子放下来，既可以看着远处玩耍的大

孩子，也可以让二孩单独而安全地呆一会儿。同时，研究院

也设置了一些椅子，让居民可以边晒太阳边喝茶。这些设

计深受社区老人的喜爱。

刘虹敏分析说：“老旧小区改造，实际上是通过设计重

新塑造生活，牵涉社区文化、城市历史与定位、美学标准等

方面。”这对设计就是一个大的考验，甚至你还得研究国家

和地方政策。“设计远远不是画一张图纸那么简单。”

研究院与成都的社区、市政工程管理机构，广汉市、奉

节县、西藏自治区等都有过合作，但论参与深度与项目的多

寡，还是与成都市成华区的街道办最深、最多。

与成华区洽谈的机构中，有不少是大型科研院所，四川

城市职业学院“城市设计研究院”并不起眼。成华区之所以

愿意与研究院合作，正是觉得他们的设计能做到理念和生

活的融合，重塑的空间能让居民真正感到舒适与美丽。研

究院的设计也多次获得成华区社区规划品质提升奖项，其

中，秀水社区项目获得一等奖。

秀水社区地面空间有限，不利于居民活动。研究院利

用屋顶，设计了屋顶小球场，周边是小型花园。地砖上的图

案是刘虹敏带着学生一笔一笔描上去的，栩栩如生。他们

既做设计，也当砖木工。“很多不懂的技能都要学。”刘虹敏

说，有时连花草栽培都要试一下。

空间重塑的，不仅是物理空间，还有精神空间。高洪社

区改造项目，前期调研阶段，有老教师回忆：“小时候学校门

口那棵枣树啊，真是太漂亮了，枣子熟了，大家就争先恐后

地打枣子。”设计时，研究院就在一面墙上绘了一棵大枣

树。完工时，小区居民夸张地呼叫，“因为勾起了他们儿时

的记忆。”

有些小区是失地农民搬迁组成的，如何将新的城区生

活与他们过去的生活连接，也考验设计素养。秀水社区紧

邻北湖，有些居民以前是打渔为生，研究院就将渔文化融入

设计里，在小区做了不少捕鱼场景的装饰画，做了相关装

置，让下一代也能感受父母辈过去的生活。

“很多时候，只有在做的过程中才会有新思路，然后调

整。”刘虹敏说。折腾也意味着改变与新生。

去年 5月，成华区龙潭街道办事处聘请刘虹敏为社区

规划师，随后，她又成为成华区空间美学文化服务中心主

任。

头衔多了，责任大，教学、科研、管理、受邀做分享……

事务一茬接一茬。

去年，研究院设计项目入账30万元，工程项目入账200
万元左右。今年受疫情影响，订单有所下降，但到 5月时，

设计项目的签约金额也已经达到50多万元了。业绩亮眼，

刘虹敏却又开始担忧研究院的发展。“比起市场化成熟的公

司，我们分工尚不明确，谈业务、搞设计、跑销售，好多时候

是混在一起的。”

但研究院是自己一手建起来的，她舍不得放下，况且平

台搭建起来了，口碑有了，合作也增多。刘虹敏说：“要对学

生负责，你只有往前走。”

研究院现在分为科研、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三大领域，

既有区分，也相互融合。科研主要是教师带着学生做研究，

而研究又可以转化为教学资源，或者用到对外项目中去。

今年，刘虹敏定的目标是树立品牌。公司法人这一角

色也急需她适应，比如眼下，就需要她重新分配公司员工的

工作，这些员工都是教师和由学生转化而来的。如何平衡

不同角色的关系？如何在教学与市场化管理之间自动切

换？又是新的挑战。

在市场中实践、学习、提升
刚到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学院工作时，刘虹敏有些无

所适从，不是刚毕业的学生对工作的不适应，而是觉得没有适合自

己教的专业。学院里要么是土木，要么是机械，与她学的景观设计

似乎都不搭边。

院长鼓动她：“你要不就开装饰设计的课嘛，建筑也要设计

噻。”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刘虹敏将装饰工程技术转变为建筑设计

专业。因为招生好，学校便申报成立新专业——建筑装饰工程技

术和建筑设计，并由刘虹敏负责。

趁着接受采访，刘虹敏把自己这几年的经历捋了一下：第一

年，当班主任，努力适应，当好一名教师；第二年有了工作室；2018
年底，参与成立研究院；2019年，努力接项目增加研究院收入。她

的角色在教书、科研、专业带头人、社区规划师、公司负责人之间渐

进与转换。

“城市设计研究院”是刘虹敏耗费精力最多的地方。2017年，

研究院（起初名为“建筑装饰实训基地”）破土动工，设计和装修都

是她带着学生完成的，包括土建她也全程参与。

每天早上 7点左右，刘虹敏就会准时出现在工地，“就像是自

己的孩子一样，一天一个样。”晚上下班回家，她又忙着改图纸和做

研究院启动的方案。

建设经费有限，刘虹敏就自己上手帮着干一些砖木活，工作室

内的一些装饰就是她和学生用淘回来的旧木料做的，入门处的枯

木装饰是她和学生在校园树林里找的树枝。太阳坝里、风雨中、泥

地碎料里，前前后后，刘虹敏穿破了两双鞋。

除刘虹敏外，研究院陆续招了 3个老师，建制成型。有了平

台，接到的项目增多，一些社区改造、市政工程的项目也找上门

来。现在，刘虹敏很少去参加教师技能大赛了，除了教学，她的时

间基本都花在研究院。

职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产教融合”，学生要学技能。“好多

内容都不是单纯课上就能学到的。”刘虹敏举例，有的客户今天打

电话，明天就要看设计图。学生不适应，有情绪，抱怨有的内容没

学过，时间还这么紧。

“但市场哪管你的情绪？”刘虹敏说。市场需要什么，老师和学

生就要去学习。“我们职校老师一定不能脱离一线生产。”虽然是做

设计的，但是工程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得了解，还有测绘等等。

为成都市成华区秀水社区改造小区花园，研究院租了个小型

挖掘机。同事范伟新手上车，小心翼翼地操作，守在一旁的刘虹敏

直冒冷汗

“人不能老是呆在舒适区。”教学中，刘虹敏也一边教设计，一

边催促学生动手做一个实体，“哪怕是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她

认为，只有在做的过程中，职校学生才会发现问题，否则，只会纸上

谈兵，于将来无益。

让优秀的学生留下来一起做事
一栋白房子里，墙面刷成灰色，几个圆拱造型的门洞隔开

了工作室、实作室、展示区等区域，就构成了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城市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的实体空间。这座

房子是刘虹敏和同事带领学生一起设计和建造的。

工作室里，学生、员工在电脑上做设计和对接一些项目上

的事情。外面的车间大棚内，一些员工忙着赶制需要交付的

模具。

疫情期间，学生无法返校，但老师们并没有闲着，除了上

网课，还得操心学生的就业。刚当上“老板”的刘虹敏，考虑更

多的是如何挺过研究院完全独立的第一年？

今年，城市设计研究院独立注册，刘虹敏成为企业法人。

她开始需要通盘考虑。“财务、人事、薪酬、运营成本……”刘虹

敏罗列了一个表，新角色带来诸多事项，每一样都是全新的考

验。“万一搞砸了怎么办？”虽然投资方是学校，说了可以不考

虑前期成本，不亏欠就算成功，但疫情期间，刘虹敏在家里反

复筹谋计划，焦虑到睡不着。

“不像之前那样，只管教书、搞设计、带学生接项目就行

了。”尽管经常为此失眠，但也让刘虹敏觉得人生有了新的可

能。

“职校学生出去，即使工作不愁，也不大会找到像普校学

生那样听起来很光鲜的岗位。”刘虹敏说。不能让优秀的学生

留下来一起做事，是刘虹敏心中的“梗”。学生大洋工作不顺

利，太累的时候，跟刘虹敏倾诉：工资低，下班去捡市场剩菜，

买 5元一堆的菜撑一周。刘虹敏听了难受，于是想办法让她

跟着自己接一些项目，随后，还帮她联系了一家待遇更好的机

构。也有些学生，刘虹敏有心无力。

2017年，刘虹敏接到第一个项目，将市中心一个老房子

改造成民宿。她带着学生一起干，“加班是常态”，常常是宿舍

快关门了学生才回去。改造完毕，刘虹敏就想，有这么多学生

一起做事，要不干脆继续接项目吧。项目越来越多，她就顺势

成立了“城市设计研究院”。但学生要毕业，团队始终不稳

定。要想继续下去，就要突破，接着成立了公司。千头万绪

中，刘虹敏看到了别样的希望。

“合作多了，人家信任，就可以推荐学生去就业。”刘虹敏

说，这是研究院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采访时，研究院已经签

约4位学生，还有4位即将签约。即使不参与对外项目，建筑

工程学院选了她课的学生也可以到研究院来练练手，毕业了

有助于找工作。

“你看那种设计功底不行但有经营头脑的学生，来公司跑

市场不是就很合适吗？”说话间，刘虹敏忘记了上一刻她才提

及的公司发展焦虑。

在““折腾折腾””拔节生长中中
——记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师刘虹敏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文/图

▲ 社区改造项目中，刘虹敏在木桩上绘制图案。（受访者提供）

▼ 刘虹敏和她的团队（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