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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兵团沙海护林员的坚守：“我
们守护防护林，防护林守护我们的

家园”

   天刚蒙蒙亮，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十一
团花桥镇护林员夏万林
就带着一天的干粮，从
团部出发，驱车来到管
护区，开始一天的巡护
工作。
   “像这样的巡护路，
我们每天要走 10 公里，
就是为了确保管护区域
内没有非法烧树、砍树、
捕猎等行为。”由于工
作原因，泡面、馕便成
了夏万林的午餐。
   走在整齐排列的树林
中间，夏万林不时停下
脚步观察树木生长情况。
在他看来，照料管护区
内的每一棵树，就像看
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2013 年，为有效巩固
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紧邻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十一
团花桥镇挑选了一批符
合条件的生态护林员，
担负林木日常巡护和森
林防火，夏万林就是其
中一员。
   作为土生土长的兵团
人，夏万林对防护林有
着特殊情感。“小的时候，
风大，沙尘也大，一刮
沙尘暴就什么也看不见
了。”

   回忆起儿时经历的沙
尘暴天气，他至今记忆
犹新，每到春播时节，
风沙常常把职工播种的
棉花连苗带地膜掀飞，
人们不得不一遍遍补种。
   如今，随着十一团花
桥镇沙漠边缘防护林区、
道路条田防护林带、城
镇绿化林带等治沙防线
逐步形成，团镇的生产
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从以前漫天黄沙睁不
开眼，到如今满目皆绿，
环境改变的同时，护林
员的工作条件也发生着
变化。
   在距离“沙漠之门”
景区 1 公里外，一间红
顶黄墙的小院映入眼帘，
这里便是十一团国家级
重点公益林管护中心，
也是夏万林和同事护林
时休息的地方。
   管护中心由 3间房组
成，设备间内各类灭火
设备一应俱全，办公室
和休息室内只有简单的
桌椅和折叠床。
   “房子是 2021 年建
好的，以前没有房子时，
只能在车里待着，现在
条件改善了，我们巡护回
来也有了歇脚的地方。”

夏万林说。
   修枝、放生态水、防
治病虫害……这些仅是
夏万林工作的一部分，
一年四季，他的脚步从
未停歇。
   “除了日常巡护工作，
我们还承担着防火的职
责，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夏万林说，每天巡查过
程中最担心的就是发生
火灾。
   为了将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除了对防火设
备进行常规检查外，入
户开展森林防火宣传也
是他们日常工作的内容。
   “人进沙退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沙漠种树成
活率越来越高，人们的
知法守法意识逐步增强，
依靠‘沙漠之门’景区，
越来越多的人吃上了‘旅
游饭’……”谈及防护
林给团镇带来的变化，
夏万林滔滔不绝。
   今年春节期间，夏万
林与同事依旧选择与防
护林为伴，坚守在巡护
一线，尽管工作单调，却
依然一丝不苟，因为他
们深知肩上的责任重大。
“我们守护防护林，防
护林守护我们的家园。”

护林员夏万林正在林带
里开展巡护工作，不时
停下脚步观察树木生长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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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
发展，新理念、新业态、
新模式正全面融入社会
各领域。其中，职业教
育也迎来数字化转型的
新契机。
   数字化转型是世界范
围内教育转型的重要载
体和方向。对于职业教
育来说，如何与数字技
术高度融合，培养更多
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也
成为当下备受关注的话
题。
   在 2 月 14 日的世界
数字教育大会平行论坛
之一“职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发展”平行论坛上，
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职业
教育领域数字化资源开
发与应用、数字化治理
能力提升等问题展开探
讨。
   “过去几年，发展数
字技能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应对快速技术变革政
策的优先选项，数字技
能正在成为专门开发数
字产品和提供数字服务
的特定部门或者职业。”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副会长孙善学表示，人
们对于数字技能教育和
培训需求的激增，驱动
着教育和培训内容更新
和服务转型。
   “智能教育要向‘教
育 + 人工智能’转变，
发展有温度的智能。”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院
长袁振国认为，“教育
+ 人工智能”，就是要
以人为中心，以学习为
中心，以促进人自由的、
全面的、个性化的发展
为目的，不断创设和开
辟新的教育场景、教育
形态，以解决问题和实
际需要为导向，以教育
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为
引导，让技术为育人服
务，在促进人的发展过
程中发挥智能教育的不
可替代性。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产
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
也是最为直接的一个教
育类型。产业的数字化
转型升级，对技能人才

的数字化素质培养提出
了更多要求。广东省教
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教
育处处长张家浚表示，
广东通过加强政策引领、
项目推动，引导学校结
合自己的实际从不同层
面建设数字化，对于薄
弱的学校，强调要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
化思维来改革现有管理
模式；对于优质的学校，
强调要更好实现现有信
息化手段的升级，特别
强调信息化手段应用和
人才培养工作深度结合。
   “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
通教育的最明显特征，
也是职业教育数字化发
展的应然逻辑。”宁波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张慧波表示，正是这种
“跨界”属性，为创新
职业教育数字化以多元
主体建用提供了依据。
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
资源建用主体不仅包括
职业院校，还包括政府、
行业企业及社会组织等

各类群体。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
术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郑绍忠表示，他们学校
通过三方面来进行教育
数字化转型，一是着力
构建职业教育的数字化
课程体系，二是着力建
设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资
源，三是着力打造数字
化的教师团队，把数字
赋能和职业教育升级改
造融合起来，把专业特
色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
展结合起来，在社会的
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
让学校的专业建设、人
才培养能够有更高的契
合度。
   据悉，本次论坛由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
来自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全国 3000 余所职业
院校及行业企业代表近
十万人线上线下参会。

专家学者研讨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路径

   今天，记者从北京地
铁公司了解到，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超大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高效运输
与安全服务关键技术”示
范应用工程在首都机场
线北新桥站举办开工仪
式，标志着全国首条全场
景化的“智慧地铁”示范
线路建设全面启动，并将
在首都机场线进行完整
线路的应用示范。
   据介绍，北京地铁公
司联合高校、企业、科研
院所等，牵头开展“超大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高效
运输与安全服务关键技
术”研发。该项目就中国
超大规模城市轨道交通
现有体系在高密度网络、
高强度客流条件下存在
的行业突出问题，面向安
全高效运行与服务新型
架构体系重构重大需求，
重点攻克城市轨道交通
新型架构体系构建、安全
保障与主动防控、网络高
效韧性运行、时空信息网
络与无人化服务、网络集
约维护等关键技术与技
术瓶颈，构建高效运输与
安全服务集成系统平台，
并在北京地铁进行示范
应用，为全面提升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服
务保障能力和运输效能，
提供可复制、可移植的技
术系统和应用范式。这也
是北京地铁公司首次定
向承担科技部的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本项目将在首都机场
线进行完整线路的应用
示范，重点围绕运行、客
服、维护、安全管理方面，
依托北斗、EUHT(5G)、空
间数字化、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兴技术，将该线
路打造成为全国首条全
场景化的“智慧地铁”示
范线路。
   在运行管控方面，重
点突破智能客流感知、网
络化动态调度、基于车车
通信的列车控制等关键
技术，构建客流 -车流耦
合的路网级协同调度平
台，建立实时客流 -车流
耦合的动态调度及列车
控制联动机制，实现客
流 -车流的耦合优化和线
网列车群的协同优化。
   在乘客服务方面，重
点突破乘客智能交互服
务技术、乘客智能诱导服
务技术、服务信息精准发
布与推送技术，构建无人
化客服平台，实现乘客全
时程出行的智能服务。
   在设备运维方面，重
点攻克城轨关键装备感
知增强技术、全生命周期
服役评估增强技术和网
络化智能维护能力增强
等关键技术，开发网络化

运维增强平台，实现维修
资源的网络化调度和动
态管理。
   在主动安全方面，重
点突破智能感知、在线监
测等技术，对“人、机、
环、管”四大要素进行提
前感知、预判、预测和预
警，构建主动安全防控平
台，实现对风险要素的精
准“知-辨”，建立由“治-
控 -救”三道防线组成的
矩阵式安全管控体系。
    同时，开展智慧车
站、智慧车辆等关键技术
装备研发，“北斗 +5G+
空间数字化”的时空基准
体系建设等，构建高效运
输与安全服务集成系统
平台，建立运营新体系，
使公众出行更美好、愉
悦，地铁运行更安全、高
效，设备服役更可靠、经
济，实现提质增效目标。
   北京地铁公司表示，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对
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超
大规模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既有运营体系进行解
构，在新技术支持下完成
新管理模式的重构，建立
以“网络管、按需跑”、
“以乘客出行为中心”的
高效、安全、便捷运营新
体系，推动城轨“主动安
全防控、高效韧性协同运
行、网络集约维护和高品
质服务”模式变革及新技
术应用，大幅提升网络化
整体运输安全与效能，实
现城市轨道交通与信息、
人工智能、社会学等多学
科多领域的深度融合，对
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发
展和推广应用具有重大
促进作用。
   此外，本项目实施将
会极大地提升、丰富乘客
乘车体验，为乘客出行提
供诸多便捷服务。比如，
通过北斗定位 +多制式导
航系统验证，乘客未来可
以通过北京地铁 APP、小
程序等，在首都机场线享
受精准的位置查询、路径
规划等服务；通过享受实
名常乘客快速进站服务、
票务安检一体化服务，缩
短进站时间，提高出行效
率；通过基于语音识别、
知识图谱、语义理解等新
兴技术，打造的动态自
学习智能客服——北京
地铁“数字 1号员工”，
满足问询等场景需求。同
时，项目研发也将进一步
推动公司服务细节优化，
比如，建设智能客服中心
平台，汇聚线上、线下服
务，为乘客提供更加精准
化、个性化服务；试点上
线团体预约、AED 应急联
动等功能模块，丰富已有
的爱心预约、失物招领功
能。

超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关键
技术示范应用工程在京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