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为系主任和专业学术技术带头

人，王怀禹深知团队的力量对教育发

展的重要性。“专业建设和发展中存在

着人才瓶颈，为此，我搭建教科研平

台，筑巢引凤、借巢引人，锤炼一支能

打胜仗的团队。”王怀禹说。

2018年，王怀禹主动与南充市农

业科学院对接，合作成立了南充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学院，整合科研院所资

源，实现学生深入研究基地学习实践、

专家学者深入课堂教学的良性互动。

之后，他还带领农业科学技术系建成

“畜禽疫病防控与检测”“果品控制与

深加工技术”南充市级重点实验室。

各种平台的搭建吸引了一批优秀

人才加盟。近年来，农业科学技术系先

后引进博士3名、硕士9名，大大优化

了教师队伍结构。

无论在教学、科研，还是社会服务

等领域，王怀禹都发挥着示范引领作

用。他身体力行，率领教师团队参加科

技厅组织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为

中小微种养殖及农产食品加工企业、

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提供技术服务，

发挥教师的技术优势，更好地服务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

如今，王怀禹培养过的许多教师

已成长为农业职教领域的骨干，教过

的学生或奋战在农业生产一线，或走

上领导岗位，成为服务乡村振兴、建设

农业强国的中坚力量。王怀禹也先后

获得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学名师、省

“四有”好老师、省农业科技创新先进

个人等殊荣。

“改革多了，这两年陆续见成效。”

王怀禹说，他会继续践行“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的好老师标准，培养更多的适应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

农业人才。

在王怀禹的带领下，农业科学技

术系教师团队得到较快成长，先后评

聘高级职称10人，取得执业兽医师等

资格8人。展望未来，王怀禹信心满满

地表示：“一花独放不算春，满园花开

才是春。我正带领教师团队冲击省‘双

高计划’建设项目，期待团队能进一步

成长。”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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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浚录（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教融合 把最新的知识带到课堂

眼里的光

做实实在在的事
育农业需要的人

暑假期间，南充职业技术学

院的校园一片安静，但农业科学

技术系的一间办公室里，却传来

了讨论的声音，那是农业科学技

术系系主任王怀禹在和同事们

就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数智化转

型做准备工作。

“我平时没有其他的消遣爱

好，就喜欢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情和有挑战性的工作。”王怀禹

说，在改革和探索中取得一些成

绩，会有获得感，“也不失为一种

乐趣。”

1991年，王怀禹从重庆涪陵

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系毕业后，毅

然放弃在南充市主城区工作的

机会，选择了在远离城区的南充

农业学校任教。“没想到，这一干

就是30年。”

在学校升为南充职业技术

学院的前几年，发展较为困难，

一些同事选择离开，但王怀禹始

终坚守在热爱的这片土地上，把

自身成长和职教发展牢牢绑定，

并且一直在探索职教新路，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脚上有泥、手上

有茧、眼里有光、心中有农”的高

素质畜牧技术技能人才。

上周五晚课时，我带学生去

操场活动，看到隔壁班一个男孩

子蹦蹦跳跳地走着，脸上洋溢着

舒展轻松的笑容，阳光可爱、自

信积极，是青春少年该有的样

子。我们的目光在空中相遇，我

微笑着望着他，他回我一个羞赧

的笑容，他的眼里闪着光，照亮

了年少的脸庞。

不久之前，我经常看到他坐

在办公室外哭，双眼红肿，浑身

不由自主得抖动。两年前，我是

他的语文老师，那时候的他永远

缩在最后一排，每次叫他回答问

题，他都弯着腰、驼着背，头埋在

胸前，声音含在口腔里——他不

自信。初三学业压力骤增，他完

全无法应付，那种由成绩挫败带

来的自卑感，让他每天活在抑郁

中。每次在走廊遇到他，我都能

看到他那张萧瑟哀伤的脸，那不

是少年该有的神情。

“老师，我要去学汽修啦！”

“你那么踏实细心，一定会

成为最优秀的汽修师！”

“老师，这就是我想要的！”

我们的眼神又一次在空中

“撞响”，我看到他眼里的光如星

星般纯粹耀眼。

前几日，我们班里提前读中

专的学生回校看我们了，还带来

了她的好多作业。她一见我就抱

住我，惊喜地告诉我：“陈老师，

我的作业每次都是A+哎！”我打

开她的画作，一张张仔细欣赏，

她为我解释构图、打型、塑造、调

整……她说得“头头是道”，我听

得欣喜不已。那张小脸上盛满了

激动，眉飞色舞，眼眸里蓬勃着

两团生命之光。要知道，以前的

她半天支支吾吾不出一句完整

的话，小脸永远怯生生的，眼神

里写着浓郁的忧伤。

“陈老师，原来我也很优秀，

我真正喜欢的是画画！”

我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你

最棒的点在于真的懂自己，在于

你有一双理解你、接纳你的父

母！”

昨天，刷小红书，看到一个

年轻女孩摆摊的视频，她分享摆

摊的辛苦及乐趣，倾诉遇到的问

题及后续的改进措施，展示所卖

的货物及其核心竞争力。……

“今天的营业额竟然有2452元！

啊啊啊啊！”她的声音穿过屏幕

鼓荡着我的耳膜，扯起我的笑

容，激活了我的心，我的眼睛迎

上她的，看到那里团簇着兴奋骄

傲的光。末了，她大声宣告：终于

不用“996”啦！

这些孩子眼里的光不仅照

亮了他们自己，也照亮了我。我

总是被那些光所感动，走路时、

吃饭时，总会莫名其妙地想起。

我为他们感到幸福，更为他们有

支持他们的家人而开心。因为他

们眼里的光是自我对学习、对生

活切身的认知和自省，是他们慎

重考虑后的选择，他们没有被

“大众标准”裹挟，他们为自己负

责，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自己

的生活，他们做到了真正爱自

己！

立秋已过，太阳的热情依然不减，即使

到了黄昏，空气中也弥漫着一丝燥热。

晚饭后，我和F君都嫌外面太热，躺在

沙发上玩手机。F君拿起我的手机翻阅着我

的朋友圈，突然冒出一句：“你的朋友圈没

啥看头，不是发广告的就是秀美照的。”我

从他手上抢过手机，反驳着：“谁说的，我觉

得挺有意思的。要不，我给你说道说道？”

仔细看看我的朋友圈，暑假里，每天发

布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分别是广告类、旅

游类和运动打卡类。

先说说那些广告吧。我平时里喜欢逛

街购物，手机储存了许多店家的信息，有卖

衣服的、卖日用品的、卖水果的、卖海鲜的、

卖蛋糕饮品的，种类繁多。有些店主因为经

常购物也成为了朋友，看着他们每天在朋

友圈分享的新品美照，我觉得那也是他们

工作的一部分，这样的热爱也是值得包容

的。

更何况夏天太过炎热，我躲在家里就

知道哪家店有了新款衣服，哪家店出了新

的饮品，真是“懒人不出门，便知天下物”。

我只需要发微信要求配送就可以收到货

品，衣物类也可以有目的性地定点扫货，既

节约时间，又免受炎热之苦，何乐而不为

呢？

我最喜欢的是旅游类。我的朋友圈里，

老师和学生居多，暑假旅行是他们最乐于

分享的内容。有的朋友是简洁派，直接注明

打卡景点和风景照片，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你大可以点开照片独自欣赏，去慢慢体会

其中的滋味；有的朋友是热情派，不光有景

点照片和游玩体验，还附上了游玩攻略，甚

至推荐了优质的民宿和美味的餐馆，连游

玩中需要避免的“坑”也进行了详细说明。

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朋友去了相同的景

点，分享出来的照片和旅行体验却又完全

不同，你可以看出即使是同一个景区，不同

的人的关注点会不一样，旅行的体验感和

收获也不尽相同。在朋友圈里，我看过九寨

沟纯净湛蓝的水域，看过唐古拉山的巍峨

雄奇，看过青海湖的星辰大海，也见识过布

达拉宫的神圣宁静。在他们的旅行照片和

文字描述里，我欣赏到了天南地北的不同

风光，感受到20℃的清凉，也见证了好友们

的充实暑假。

最值得点赞的，自然是运动打卡类。为

了协助家长更好地监管孩子的暑假生活，

我在布置暑假作业时，特意加上了运动打

卡的内容。每天早晨7点开始，就有家长开

始发孩子的运动打卡小视频。有的学生在

跑步，有的学生打篮球，还有的学生跳绳，

家长们也参与其中，在那些视频里，我看到

了孩子们脸上的汗水、眼神里的坚持和家

长陪伴的快乐。

有个家长在某天发了一句：“今天的跑

步是极不情愿的。”我在下面回复：“所有的

惊艳一刻都是努力坚持的结果。加油吧，少

年！”之后，家长私信回复我，因为我的这一

句鼓励，孩子又高高兴兴地跑步去了。被孩

子们的热情感染，我也坚持了每天早起跑

步打卡，去感受清晨的微风和炽热的朝阳。

朋友圈，也是一个别样的世界，闲暇时

浏览一番，也让我乐在其中，感受到了这个

暑假里的缤纷多彩。

朋友圈里的暑假风景
■ 刘泽琴

王
怀
禹

在农业职业教育教学路上，王怀

禹是一位敢想敢闯的人，总是冲在教

学改革的最前沿。

2007 年，王怀禹以 3 门课程被整

合为《畜禽繁殖与改良》课程为契机，

开始了教学改革。经过多年探索，该课

程按照职业岗位能力培养需要，依据

工作过程系统化的思想，建立了“选种

—选配—扩繁”的设计思路，并以此思

路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重构和序化，

设计了畜禽性状遗传基础、选种、选配

等7个学习项目。

在教学中，王怀禹善于挖掘课程

蕴含的思政元素，把思政之“盐”溶入

教育之“汤”，做到教书与育人相统一。

“讲到育种的内容时，我会向同学们着

重讲解国内优良的种猪品种，增强同

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技能报国的决

心。”王怀禹说。

课堂革命的核心是教师，王怀禹

甘做课堂革命的引路人，他以《畜禽繁

殖与改良》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载体，

探索实施实训教学虚拟仿真练习、牧

场远程同步教学，利用云端技术实现

虚实结合，把课堂与牧场连接起来，打

通教学与生产对接“最后一公里”。该

教学模式得到了专家与同行的肯定，

获得了全国农业职业教育教指委教学

成果二等奖以及四川省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二等奖。

高职院校需不需要搞科研，曾一

度成为热议话题。在王怀禹看来，高职

院校教师既是教育者，又是研究者，教

学与科研是相互促进的。

早在2008年，王怀禹在教学工作

之外，就挤出一些零碎时间，把科学研

究与自己从事的教学内容相结合。“之

后，我用4年时间撰写了20余篇科研

论文，其中有 11 篇北大核心期刊，主

编了 1 部教材。”王怀禹说。功夫不负

有心人，王怀禹在科研道路上的顽强

拼搏，换来了可喜的学术成果。2011年

11月，他成功晋升为畜牧学教授，成为

当时南充职院为数不多的教授之一。

晋升为教授后，王怀禹没有选择

“躺平”，而是毅然冲锋在科研最前面。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他扩大了自己

的科研领域，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的

研究，还加强了高职教育领域软科学

的研究，助力乡村振兴。自 2014 年以

来，他共承担市厅级及以上教科研项

目15项，并于2021年获得南充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2 项，入选

南充首批“果州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

才项目。

作为职业院校的教师，王怀禹孜

孜不倦地践行以研促教、以教助研、教

研相长。“教材上有些东西其实已经不

适应生产的需要了，我会把在项目研究

中接触到的最新知识在课堂上对学生

进行延伸。”王怀禹说，这样一来，实验

室的科研成果就转化为课堂上的教学

资源，培养的学生也更加适应企业需

求，“而不是学养殖的学生只懂书本上

的养殖。”

王怀禹不仅把科研成果转化到了

课堂教学，还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在专

业课程体系中置入科研模块，让部分

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活

动中，用科研成果换取一定数值的学

分，“实现学生分层教学，满足学生成

长成才的个性化、多元化需要。”

由于一些家长存在偏见和误解，

不愿把孩子送到高职院校学习，更不

愿选择涉农专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王

怀禹临危受命，担任南充职院农业科

学技术系系主任，他广泛发动宣传，向

社会、家长宣传国家的惠农政策和学

农的美好前景。渐渐地，他硬是把原先

仅有200多名学生的农业科学技术系

办成了现在近2000名学生的“大系”，

学生规模实现了近十倍的增长。

针对畜牧人才供需矛盾突出、教

产脱节等现实问题，王怀禹大胆进行

专业建设改革。自 2017 年起，他带领

农业科学技术系以畜牧兽医专业为改

革突破口，联合政府与企业，组建“大

北农学徒制班”，开启畜牧兽医专业

“双零驱动、三层递进、标准控制”现代

学徒制创新与实践。

“在我们的‘大北农班’，学生不用

出一分钱学费，由大北农集团全额资

助，进班就签订校地（企）生三方协议，

成为大北农准员工，毕业即入职，实现

招生招工一体化。”王怀禹介绍，对于

人才培养模式，学院建立了入徒阶段

识岗、学徒阶段熟岗练岗及跟岗、出徒

阶段顶岗的“三层递进”能力培养体

系。

如何让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更加

吻合？王怀禹进一步解释，“大北农班”

基于大北农养猪领域职业仓，改革了

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例如，我们把与

实际生产紧密相连的‘猪生产与猪病

防治’分设为‘种猪生产技术’‘仔猪饲

养管理’等几个小课程模块，校企双方

共同实施模块化教学。”

“我们还构建了‘职业仓引航、标

准护航、质量保航’的三重质量保障体

系，解决教学管理与质量评价体系不

完善、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王

怀禹说。该培养模式被省内外13所涉

农高职院校借鉴应用，被评为2021年

四川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毕业的两届学生中，超八成人已成为

企业技术、生产及管理骨干。

同时，2018年以来，王怀禹多次赴

凉山州进行招生宣传，与民族地区涉

农中职学校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打通

中高职衔接之路。在他的努力下，近5

年，南充职院承接四川省“三州”人才

定向培养任务，为省内民族地区培养

畜牧兽医专业定向生 215 人，涉农专

业非定向生近300人。

校企合作 实现招生招工一体化

搭建平台 培育更多农业职教人才
王怀禹带领学生深入研究基地学习实践。

王怀禹在实训室给学生开展演示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