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宁市是成渝中心节点上一座发现美、创造
美、享受美，将城市美学贯穿城市发展始终的城
市。在城市天际线、标志物、中轴线、开放空间、街
道文化、城市肌理、城市色调、建筑风貌、湿地植
物、码头设计、湖面画舫等细节无不体现匠心，以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全域旅游为连线的中心城
市，遂宁正打造“旅游—研学—博览—物流—商
务—休闲”为一体的艺术旅游产业链条，繁荣文
化经济，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文旅产业创新发展。
遂宁城市作为以大众为中心的诗意栖息地，包括
环境美、生活美，并在这基础上培育心灵美，在遂
宁街头品赏城市美学，品赏它的生态之美、建筑
之美、景观之美、历史之美、时尚之美、结构之美、
错落之美，让人心旷神怡。

闻名于世的遂宁宋瓷氤氲着浓郁的艺术气
和书卷味，体现着宋代主流美学思想，美学密码
的解读启迪我们对其艺术价值的深入品读、探
寻，人人会有各自精彩的发现……近年来，遂宁
从解读博物馆美学密码到城市美学构建，到城市
美学生活培育，让“活态文物”外化在城市的园
林、建筑、公园、湖泊的方方面面，以宋瓷为媒，让
遂宁成为丝路上独具审美魅力的城市，引发了众
人对宋瓷、对生命、对遂宁这座城市更深的期待
与思考。

城市灵秀之美

古朴空灵、精巧秀美的意蕴，中国传统美学
体现在宋瓷所呈现的简约之美上。大家所看到的
遂宁金鱼村出土的宋瓷颜色都是一个色调的，但
它不仅不单薄，反而很深邃——这正是宋人早在
他们的时代便懂得了“极简”的魅力。

宋人其实是用最简单的方、圆、素、朴、拙来
表现质感和单纯。烧一件单色釉瓷器，用最简单
的造型，最常见的青色来表现其美。其作品胜过
当今极简主义大师的佳作，“雨过天晴云破处，这
般颜色做将来”，就是宋人对至美的追求。他们的
艺术创作在万紫千红中提炼出素朴、雅致的风
格。一只天青色瓷器，虽只有淡淡的青色，朴素得
好像找不到欣赏的焦点，但若静下心来细细品
味，就会发现其魅力所在。遂宁城市将“极简”落
实到生活中，城市极简不代表不作为，而是取己
所需，用己所需，所谓“断舍离”。所谓衣服无数，
真正爱穿的就那么几件，当人的内心饱满时，外
表就会趋于极简，这种极简是有力量的。遂宁城
市以“大道至简”的美学思想，在旧城商业街改变
及新城园林化建设上，伴随的是始终如一的坚持
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如果说“简”是一种凝练，是
外在展现，那么“灵秀”就是一种收敛，是向内慧

的气质。
遂宁宋瓷呈现的青色是淡淡的、温润的，就

是这种淡淡的颜色与简约精致的造型，体现着
灵秀之美。而遂宁城市的美也趋向宋瓷的美：内
部有含蓄的光彩，这种光彩是极绚烂、又极平淡
的。因此不得不说遂宁城市受到宋瓷美学观的
影响，追求那种温润如玉的质感和色泽。这种

“简的秀美”给人的力量是深入人心的，遂宁观
音湖一湖纯净的碧水，远远望去，十里水面宛若
一面明镜，微风拂过泛起点点涟漪，惊起翩翩白
鹤，让人不舍离去，因为这平静的水面下蕴藏
的，也许是“潭水深千尺”的寓意，是“游了观音
湖一生都幸福”的民间谚语，这就是“空灵秀美”
的城市魅力。

城市山水生态城市追求返璞归真的自然主
义，追求“心灵之城”的人文色彩，并上升到一种
透彻灵秀的美学高度，圣莲岛及五彩缤纷路普通
的一花一木，也因为城市整体文化气质的使然，
有着不俗的气韵和风姿。遂宁城市的灵秀美，是
自然之美、单纯之美、简约之美。老子云：“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庄子曰：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中国城市推崇赋灵
秀于朴素恬静之中，正如清代李渔所说：“土木之
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
人亦当以此为尚。”

城市清雅之美

清雅宁静湖水青山，让遂宁城市获得心灵度
假之美誉。走进遂宁观音湖畔，看见“接天莲叶无
穷碧的荷花”，心中涌起诗情“人间有味是清欢”

“此心安处是吾乡”。滚滚红尘，纷扰不少，背负太

多，周末走进遂宁，荡舟湖上，还心一份清净、释
怀，归真返璞，心无挂碍，听清雅古筝、竹笛，赏圣
水莲花清音。游人对遂宁城市山水的喜爱，离不
开“清雅”二字。湖水之清莹，环山之青翠，灵泉广
德名寺之清幽，环山空蒙翠欲流，湖水清澈一天
秋。而在诗人眼中，遂宁山水之清如天青色的青
瓷映入眼帘，面对它时人是内敛的、安静的，遂宁
山水与宋瓷、与文人墨客诗情意境融为一体，是
由内而外传达出超脱世俗的“清雅”。让人感叹遂
宁城市在审美上的高级和优雅，给游人形成一种

“心灵度假”的心理享受。一座城市的气质，来自
一个城的审美意识的觉醒。

遂宁城市市花荷花的“清”在各个领域都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干部修养中，它折射的是清
廉干净的为官之道；在湖泊田园，它是“香远益
清，亭亭净植”的潇洒悠然。进则天下，退则田园，

“清雅”都是城市的最高审美追求，也是城市之美
向我们传达的人生哲理。城市不管是在建筑物相
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树立了一种清雅的审美的标
杆，形成一个连接生态、生活、生产的文化圈，传
递给每一个游历者、观赏者。遂宁宋瓷除国内罕
见的荷叶盖罐外，数十件瓷器都有不同的荷花图
案，正是清雅的美学思想的象征符号，恰巧契合
了遂宁对市花荷花的崇尚。中国传统美学给予

“意象”的最一般的规定，是情景交融，是非实在
的意象世界，王国维说“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
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意象世界存在于审美活
动之中。遂宁城市文物之美、自然之美以及心境
之美完全融为一体，创造出如水月莲花般的纯美
诗境 ，增添了城市高尚不俗的审美趣味。

审美活动是人的超理性的精神活动，城市意
象是天人共同的创造，而正是这城市意象照亮了

一个充满时代情趣的世界。

城市祥和之美

青山绿水有诗意，祥和风物入丹青。遂宁城
市多维多元有机融合，形成了“天人合一”“协和
全城”的文化审美理想，祥和成为处理社区关系
的重要原则和目标。以“祥和”为本的宇宙观，以

“祥和”为善的伦理观，以“祥和”为美的艺术观，
共同构成了遂宁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和美、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民俗非遗
之中，并创造性利用、创新性发展于城市烟火之
中，从而催生一派祥和的遂宁夜经济。

城市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美学，这是半城
荷花半城湖的融合。城市建设者、管理者心中装
着大自然，更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天人合一
和巧夺天工有异曲同工之妙，追求自然天成的风
韵，让城市发展同中国传统美学相契合。

沿观音湖的商业带上，分布着观音阁、临仙
阁、九宗书院、竹里茶馆、张船山茶馆等文化景
观，讲述着这方水土真善美的故事。仁里古镇龙
凤古镇的大街小巷间，约三四知己，携玉壶沽美
酒赏美景，偶遇微雨，烟雨蒙蒙，高士相伴，修竹
环绕。看疏雨刚过，晴光又至，白云悠游，幽鸟戏
逐，遂宁是一幅水墨丹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竹、
琴、诗歌、小说、戏曲、绘画、书法与舍得美酒、本
地美食结合，让诗酒文化之乡变得活色生香。

城市创新之美

遂宁主张革故鼎新。遂宁陈子昂对大唐诗歌
的创新，卓筒井对宋代采盐技术的创新，张船山

对清代诗歌的创新……这方水土传统文化的创
新基因，在新时期被不断激活，前有古人，后有来
者。

新建的敬庭尧艺术馆位于遂宁市博物馆四
楼，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设置有作品展厅、放
映厅和创作室，展厅展出了敬庭尧从艺多年的艺
术创作精品、档案证书及文史资料等总计180余
件，其中自创作品 80 件，个人收藏档案证书 100
余件。

新建的来德博物馆展出了遂宁籍著名书画
家曾来德先生无偿捐赠的藏品（彩陶、石刻、匾
额、近现代书画）及其本人创作的数百件书画作
品。开创了遂宁市文化艺术界大批藏品无偿捐赠
的先河，也填补了部分文化艺术藏品的空白。这
些藏品中不少系珍品、孤品，展示了其德艺双馨
的艺术魅力与心系文化的家国情怀，展馆内还陈
列了曾来德先生创作的行书、隶书、篆书、楷书作
品。

新建永逸美术馆，商业转型，美食跨界美术，
永逸美术馆守望本土，本土名家，一方水土养一
方书画，本土观众，一方书画养一方百姓。扎根县
域，服务城乡，艺术与商业开创新景，口福眼福皆
饱，作品连着菜品，美术、美食美美与共，为国内
县域艺术商业首创。

近年来，遂宁涪江文旅艺术活动好戏连台，
遂宁广德西山片区禅意乡韵引人入胜，夜下仁里
异彩纷呈，桃花山、鹭栖湖成为新的打卡点……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以无中生
有、有中生奇著称的遂宁，城市文化创新一直在
路上。

（作者系四川省社科院西部经济文化研究院
执行院长、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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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使命
一批批“大国工匠”在这里成长

从“学院”变更为“大学”，改变的不仅仅是校
名。

“更名之后，学校的发展将站在新的更高起
点上，对人才培养规格、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专
业设置、科研投入等方面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四
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蔡玉波说。

“学院”更名为“大学”后，带来的品牌效应也
将惠及广大学生。

“学校升为大学，师资力量上会进一步加强，
我们今后继续深造的机会也更多了，在就业时会
有更好的竞争力。”面对记者的采访，学生们可以
畅想出更为广阔的未来。

而回顾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办学历程，
“先育人，后投产”的佳话传诵至今。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有“厂校一体”的基
因，建校初期曾一度由中国二重代管，校长由中
国二重党委书记厂长兼任，师生半工半读，既要
学习又要生产产品。

1973年以来，学校主管部门一直是主管制造
业的省级部门，始终担负着为制造强国、经济强
省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使命。

世界上最大的8万吨大型模锻压力机由中国
二重自主设计制造，该项目获批前，时任中国第
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的陈晓慈最关
心的问题是“世界之最，谁来操作”。

2007年，为支持 8万吨大型模锻压力机建设
项目，学校与中国二重联合培养锻压技能人才，
恢复锻压专业，确保了“国之重器”建成时技能人
才上岗。

8万吨大型模锻压力机的首位中国操作者叶
林伟就是该校锻压专业首批学生，他成功压制出
了C919 大飞机主起落架外筒、机身框梁结构件
等代表我国最高水平的大型高端航空模锻件。以
叶林伟为代表，一批批服务“国之重器”的“大国
工匠”成长起来。直到现在，8万吨模锻压机大部
分操作者都是该校培养的学生。

“国家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开设什么专
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肖
峰告诉记者，学校瞄准国家重大装备制造和紧缺
技能人才建设专业，拥有全国最全、实力雄厚的
材料类专业，如铸造专业全国仅几所高职院校开
办，锻压专业全国仅该校一家开设，为大飞机等

“国之重器”的顺利制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
支撑。

高水平产教融合
“厂校互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漫步在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绿树成荫的
校园，各大四川省工程实验室赫然矗立。

四川省航空材料检测与模锻工艺技术工程
实验室里，几十件模锻件试样正在进行持久蠕变
试验。测试的结果，将获得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的认证，与送到该院北京总部检测的效力一样。

“为企业节省了很多时间。”该校材料工程学
院副主任翟开华介绍，过去，中国二重生产的飞
机性能件，都要送到千里之外的北京航空材料研
究院去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工艺上的改进，
周期长，效率低。

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二重万航模锻及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三家单位一商量，决定在本地
共建实验室。现在，该实验室不仅解决了二重的

“燃眉之急”，还解决了整个西南地区航空企业材
料检测的问题，并且还承担着相关检测人员的资

格培训。
在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为地方经济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的实验室还有很多。三星堆铜立
人、西安大雁塔、转轮水斗……在四川省冲压发
动机先进制造技术工程实验室，使用增材制造技
术制作的精美摆件让人目不暇接。

陈晓慈退休后常驻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
投身新专业增材制造的教学研究，他认为这是制
造业中大有可为的发展方向。

陈晓慈指着面前的几颗铁基骨修复体告诉
记者，这种使用增材制造技术制作的“铁骨”一体
成型，植入人体后可吸收人体钙质等变成“真
骨”，“铁骨”的部分因材料可降解而消失，在医学
上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这些建在校园里的实验室，服务经济的同
时，更是学生的实训中心。在各大实验室，记者看
到，学生不仅可以在实训区域开展实验学习，还
可以常态化观摩或参与到为社会提供的技术服
务中去。教师还将轮流入驻企业，以半年为周期
全职开展企业工作。

“行业需要什么服务，我们就建什么平台。”
肖峰介绍，目前，该校已建立工业机器人应用、
航空材料检测与模锻工艺、高温合金切削、冲压
发动机先进制造 4 个四川省工程实验室。同时，
联合德阳市人民政府、西门子、中铁工服、四川
省机械研究设计院等，学校还建成了德阳中科
先进制造创新育成中心、地下工程装备协同创
新中心、四川丘区山区先进农机创新中心、德阳
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创新中心，开展智能制造技
术与产品的研究开发，为全省乃至西南地区相
关行业的发展，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等提供有力
的技术、人才支持。

坚持政产学研用
为擦亮四川职教品牌贡献智慧和力量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经济和社
会。

“国家技术技能型人才缺口大，是中国从制
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一个痛点。”近期，在四川
召开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研讨会上，国
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职业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邢晖表示，职业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征程中大有可为，现场工程师是职业本科院
校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正是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一直致力
的方向。

在工业机器人应用实验室，四川省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金奖、四川省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
大赛一等奖等证书林立，彰显着该校学子全省一
流的实践水平。

随着“沙沙”的声音，一个设备模型底座正在
打印成型，这款模型的程序由该校工业机器人技
术专业的学生写就。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
2021级学生张可轩告诉记者，写这样的程序并不
难，该专业学生几乎人人都会。

大学几年，学生不仅可以学到扎实的专业知
识，还可以参与“能工巧匠”班深入学习，还可以
在实验室做项目，教师大多是“四川工匠”、四川
省技术能手。

毕业前，张可轩和班上大部分学生已落实了
就业岗位。有通过订单班去东方电气的，有签约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先进制造单位的。“全班
同学找到了工作或选择继续深造，20多位同学进
了央企。”张可轩说。

“学校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十年都保持在
95%以上。”该校招生就业处处长胡代明透露，为
了让同学们在就业市场“嫁”得好，学校有三个秘
诀：专业建在产业上、学生送到前沿去、全员就业
导师制。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专业建设紧跟制造
业发展方向，一方面，深耕行业分类，挖掘企业真
实需求，尤其是急需、紧缺岗位，将学生送到国家
战略方向或产业发展前沿上去；另一方面，给学
生“一对一”配备就业导师，通过就业教育课程以
及在所有课程中渗透就业教育，帮助学生了解社
会和企业，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相统一。

不久前，胡代明到苏州回访学校毕业生，他
们在做电子产品的金属架，在这个细分领域里该
产品解决了很多“卡脖子”技术，承接了出口日
本、韩国的大单。学校常态化走访用人单位，了解
产业最前沿的动态，“我们的办学必须靠上去。”
胡代明说。

“站在职业技术大学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学校坚定不移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坚
定不移走政产学研用一体化道路。”蔡玉波表示，
学校将注重内涵发展，坚持职业教育办学定位，
加强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研究和模式探索，为
产业技术变革、社会发展不断培育高层次技术技
能人才，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好地服务
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擦亮四川职教
品牌贡献智慧和力量。

（闫新宇 刘金蓉）

为产业技术变革、社会发展培育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翻开四川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新篇章
“出来了！出来了！”近日，在中国重大技术

装备制造业基地——四川德阳，一台大型金属
级3D打印设备成型的转轮水斗逐渐从金属粉
末中浮现……

这个部件是东方电机有限公司定制的水力
模型试验装置，将为田湾河冲击式水轮发电机
转轮水斗的研制提供设计依据。

这场“先进制造”的发生地，不在高新技术
企业或科研院所，而在一所职业本科院校——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的增材制造实验室里。

1959年，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原“第一机
械工业部德阳重型机器制造学校”）与中国二重、
东方电机等国有大型企业同期布点建设。多年
来，在众多“国之重器”的制造中发挥不可或缺的
作用，走出了一条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经济发展
能力同步提升、互促共赢的特色发展之路。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的意见》，为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作出了新部署。

今年1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同意设置四川工
程职业技术大学的函》，明确“同意以四川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为基础整合资源设立四川工程职业技术
大学。同时撤销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建制”，翻
开了四川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新篇章。同年6月，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新一任领导班子走马上任。

自此，作为四川首所公办职业本科院
校——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肩负着“加强对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研究和模式探索，为产业
技术变革、社会发展不断培育高层次技能人才，
为四川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的崭新使命，扬帆起航。

实训老师指导学生参与大型铸件毛坯智能化打磨装备研发实训现场（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供图）

邂逅一座城市的中国美学
□ 卢加强

遂宁灵泉胜景（李四海 摄）

观音湖湿地（李四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