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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记者/张翠玲）近
日，香港救世军韦理夫人纪念学校一
行到访蓬江区丰泰小学，双方围绕传
统文化、现代科技与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展开深入探讨。

当天，香港救世军韦理夫人纪念
学校一行参观了丰泰小学校园，观摩
了PBL项目式学习、创客、非遗艺术
教育、手工劳动等特色课程。在特色
课堂上，丰泰小学教师邹百花以非遗
鱼灯为教学主题，借助AI人工智能
展示鱼灯的起源、制作工艺和文化内
涵，通过跨学科融合的教学方法，将
信息技术、数学知识融入美术课堂。

丰泰小学教师谢楚琪则以“哪吒能量
站”为主题开展劳动课程，借助与哪
吒AI智能体的互动，引导学生思考
面对困难的态度。

丰泰小学自去年与香港救世军
韦理夫人纪念学校缔结为姊妹学
校。在座谈环节，丰泰小学校长梁婉
清鼓励教师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将学
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
实际行动。香港救世军韦理夫人纪
念学校校长程志祥表示，此次交流活
动加深了粤港两地教育界的相互了
解，为两校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香港救世军韦理夫人纪念学校到访蓬江区丰泰小学

粤港同心 教育同行

“同学们，今天你们的任务是学
习操作这台智能割草机，学会以后一
起来参与球场草坪的养护工作。”昨
日下午，值日时间到了，只见江海区
礼乐中心小学各班的值日生们，在各
自负责的公共区域认真地打扫卫
生。五（2）班的6名值日生则在校长
付师华的带领下来到学校绿茵场上，
准备开展一场“小小草坪护理员”的
岗前培训。

付师华告诉同学们，有爱心企业
向学校捐赠了一台智能割草机，操作
简便，相信同学们也可以轻松掌握。
为了加强同学们当好校园小主人的
意识，学校决定将球场草坪也纳入值
日范围，当值学生可以遥控智能割草
机对球场草坪进行养护。“科技不断
进步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我们要积极拥抱科技创新，不断提高
自身学习能力，学会使用工具可以让

我们的学习生活事半功倍。”说着，付
师华便拿出智能割草机的遥控器，开
始了教学。“这上面有两个小的摇杆，
控制着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长按左向
摇杆还可以让它原地掉头。”同学们
围在校长两旁仔细聆听，认真学习，
跃跃欲试。

“我先来！我先来！”同学们很快
便掌握了遥控技巧，纷纷高举小手争
取率先上岗。6名值日生通过培训成
为“小小草坪护理员”，他们将需要割
草的范围进行分段，接力完成了第一
次割草作业。“割草机走过，草地上弥
漫着青草的清香，看到草地重新变得
平整，我很开心！”同学们纷纷表示，
这是一次既有趣也很有意义的“培
训”，他们要履行好“小小草坪护理
员”的职责，为绿美校园的维护贡献
力量。

（文/图 罗双双）

一“出”即“飞”
——江门市技师学院“师生造”无人机研制记

“你看，这是一台四轴无人机，采用了碳纤维材质，保证机身质量的

同时，控制了重量，这台无人机除了能完成常规的飞行、摄像、摄影任务

外，还能完成产品挑拣运输、农业喷洒、应急搜救等情景任务。”4月7日

早上，在江门市技师学院荷塘校区，该学院机电工程系主任方光耀向记

者介绍起“江技通翔号”无人机，造出这台无人机的，不是大疆、极飞等知

名厂商，而是该学院无人机应用专业的一群师生，这一天，是该无人机完

成首轮试飞和调试的日子。

近两年来，我市低空经济发展迅猛，市场对无人机专业人才的需求

日益迫切。在此背景下，江门市技师学院看准机遇，在2023年正式开

设无人机应用专业。去年9月，该专业迎来首批45名学生。面对从未

接触过的领域，该专业教学团队不断尝试、突破瓶颈，创新教学成果，历

时7个月完成研制、试飞和调试的“江技通翔号”无人机正是其中的代表

性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该无人机成功被企业看上，4月8日，校企双方

达成框架协议，明确企业将对“江技通翔号”进行投资量产，并在日后推

出市场。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吕中言

“注意！起飞阶
段必须缓慢操作摇
杆，关注无人机的姿态
与飞行状态，确保平稳
上升，还要密切观察周
边环境，严防与障碍物
发生碰撞。”4月7日，记
者来到江门市技师学院户
外无人机试飞基地，看到
同学们在专业教师的指导
下操作遥控器，放飞无人
机。

在基地，只见无人机
在同学们的精准操控下缓
缓升起，自由翱翔于广阔
的蓝天。无人机以地面上
的锥筒、吊圈等为参照物，
按照指定的路线飞行，不
断调整角度、高度。“对于
学生而言，能在学习中使
用自己参与研制的无人
机，具有特别意义，如今他
们学习的投入度越来越
高。”方光耀介绍，相比一
年多以前，如今无人机应
用专业无论是教学设施设
备和产教融合体系都实现
了全面升级，一切都在往
好的方向发展。

专业开办前，江门市
技师学院通过对低空经济
市场进行了深入调研，结
合区域产业发展实际，确
立了“具备无人机装配调
试、飞行操控、行业应用、
检测维护等多方面能力”
的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启
动后，该专业围绕校企合
作、基地建设、师资培养等
方面精准发力，如成功培
养两位“90后”青年教师成
为CAAC无人机执照的专
业教师，同时引入2名企业
CAAC无人机教员；与恒
里能源科技、海南低空文
旅科技建立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建设“低空智航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然而，在探索过程中，
专业教师们始终觉得人才
培养发力点的精准度有进
一步提升的空间。“大家都
明白，我们要培养的是无
人机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不只是会操控无人机的人
才，经过磋商，我们决定再
一次走出舒适区，和学生
们共同研制一款高质量的
多功能无人机，倒逼学生
们在研制的过程中，从内
到外，从硬件到软件，全方
面系统了解无人机的构
造，真正实现知其然，知其
所以然。”谈及研制无人机
的初衷，方光耀如是说。
最终，无人机应用专业组
建了一支由4名教师和12
名学生组成的“无人机研
制小分队”。

“小小草坪护理员”上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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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在学习遥控智能割草机学生们在学习遥控智能割草机。。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师
生们还是发现自己低估了困难。“第一次组
装电机时，我连螺丝的正反都分不清，更别
说调试飞控了，因此在操作过程中，受到了
沉重的打击。”江门市技师学院无人机应用
专业学生卢炼明回忆道。

除了学生，教师们也同样存在技术短
板。“团队里的几位教师都是其他专业出身，
例如我是模具专业出身，在零部件装配等方
面比较擅长，有的是电工电子专业出身，在
线路安装、调试等方面比较擅长。在研制无
人机的初期，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我们还是
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带领学生把无人机的
硬件部分造了出来。”江门市技师学院无人
应用专业教师谢俊文告诉记者，最让大家感
到束手无策的是无人机的参数调试部分。

谢俊文表示：“这台无人机的定位是多
功能，而每一个功能的使用都涉及精准的参
数调试，难度很大，本质上是因为其涉及多
学科知识的交叉应用、系统级工程的动态平
衡，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反复验证，这一切并
不在师生们的‘技能包’里。”

面对技术瓶颈，师生们没有选择“闭门
造车”，而是决定进一步借助企业的专业力
量，与广东通翔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开展
项目合作。“经过磋商，企业派出优秀骨干驻
校指导师生团队，为师生们带来专业的空气
动力学、电子电路、编程控制等课程，补齐短
板，助力我们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
方光耀说。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上课，晚上学习编
程技术，周末跟着企业导师学习如何调节参
数。”江门市技师学院无人机应用专业学生
凌国江说，“有时候调参数调到大半夜，第二
天一早又继续试飞。”

“我们不是简单拼装一台无人机，而是
真正理解了每个功能背后的技术逻辑。”江
门 市 技
师 学 院
无 人 机
应 用 专
业 学 生
莫 振 华
自 豪 地
说，“比如农业喷洒，我
们要考虑雾化粒径、风
速影响、航线规划，这些都是在企业导师
指导下一点点摸索出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11月，“江技
通翔号”（试飞版）无人机成功面世。4
月7日，结束为期几个月的试飞和调试，
推出正式版。“这台无人机轴距550mm，
最 大 抗 风 等 级 达 6 级 ，图 传 距 离 达
10km，能在-20℃至 50℃的环境下工作
……”介绍起“江技通翔号”无人机，谢俊
文滔滔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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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通翔低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李君鸣对学生们的表现颇为惊
讶：“他们可能在理论知识方面存在短
板，但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韧性非常
强。比如调试飞控时，这些孩子不会依
赖教科书，会采用拆机实测的方式完成，
用看似最‘土’，但行之有效的方法找到
问题，并解决问题。”

谈及决定针对“江技通翔号”进行投
资量产的原因，李君鸣表示：“在制造的
过程中，我观察到，师生们在企业导师的
指导下，体现出良好的产品化思维，在保
证整体质量的基础上，在功能的设计上，
充分考量用户的方便性。该无人机还集
合了测绘、农业、巡检、航拍四大功能模
块，场景可自主切换，而且在制造成本方
面控制得比较好，是符合基层用户实际
需求的高性价比产品，相信未来有广阔
的市场前景。”

李君鸣透露：“接下来，企业计划进
行第一阶段投资，委托江门市技师学院
无人机应用专业量产首批30台‘江技通
翔号’无人机，通过审批等各项流程后，
推出市面，把师生们的技术成果推向市
场，让更多用户直接感受江门技师教育
的进步。”

通过本次项目实践，师生们完成了
从“操作者”到“创造者”的蜕变。“这是学
院产教融合方面的又一项新突破，我们
证明了技校生不仅能‘飞’无人机，还能

‘造’无人机。”江门市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王戟说，学院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
无人机应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让“江技
通翔号”飞得更高、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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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和无人机合影师生和无人机合影。。

“江技通翔号”无人机。

学生在学生在
操控无人机操控无人机。。

江门日报讯（记者/吕中言 通
讯员/伍海雯）近日，江门职业技术
学院（以下简称“江门职院”）与属
下开平翠山湖学院联合举行高质量
发展“政校企”洽谈对接会，探索政
校企良性互动新路径，搭建政校企
合作的桥梁，推动百校联百县助力

“百千万工程”行动在开平落地见
效。

开平翠山湖学院是江门职院与
开平市联合共建的园区职校，是创
新“双百行动”的一项新举措。该学
院依托开平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训中
心办学，结合江门职院“政校会园
企+侨”机制，发挥江门职院高水平
专业群优势，积极开展“校政”“校
园”“校校”“校企”“校侨”等合作。

对接会上，与会企业代表分别
介绍了各自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营
业务、用人需求等，并希望进一步加

强与政府、学校在人才培养、工学交
替、实习就业等方面的合作。

开平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关耀
东表示，实施“双百行动”是深入实施

“百千万工程”，助力县域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有关部门要依托翠山
湖学院等平台，为企业输送高技能人
才，着力破解企业招工引才难题；强
化配套保障，做优人才服务，积极畅
通渠道“引才”、聚焦发展“用才”、优
化生态“安才”，助力“双百行动”跑出
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江门职院党委书记张忠林表
示，接下来，江门职院将通过中高职
衔接、现代学徒制、订单班等方式，
着力畅通开平产业现代化、产业人
才培养的通道。同时，持续深化政
校企合作，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提升
学校专业设置与开平市产业高质量
发展匹配程度。

江门职院举行高质量发展“政校企”洽谈对接会

深化政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

江门日报讯（记者/吕中言）近
日，中国科学院教授、文献情报中心
三级职员、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
何林来到江门市第一实验学校，以

“钱学森的故事”为主题为该校七年
级学生举办讲座。

讲座上，何林围绕“意志和信念”
“成就和贡献”“学风和境界”三个维
度，立体呈现了钱学森波澜壮阔的一
生，重点讲述了钱学森突破美国重重
阻挠、毅然回国的艰难历程，着重强
调其“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的坚定信念。

在问答互动、视频展示等环节，
针对“科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学生们踊跃发言，有的说

“是爱国”，有的回答“是坚持”。何林
鼓励大家：“科学的世界没有尽头，保
持好奇心，勇于探索，你们也能成为
未来的‘钱学森’！”

“原来科学家不仅要聪明，更要
有坚持和奉献的精神”“我要像钱学
森爷爷一样，用科学力量报效祖
国”……讲座结束后，学生们畅所欲
言、发出心声，表示更为理解“求真务
实”的科学本质。

中国科学院教授来到江门市第一实验学校

讲述“钱学森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