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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我市紧抓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机遇
期，加快推进万达开川渝职业教育协作发
展改革试验区建设，着力打造高质量职业
教育发展样板，为川东北、渝东北及万达开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技术技能人才支
撑。全市共有高等职业院校2所（达州职业
技术学院、达州中医药职业学院），开设专
业 63个，教职工 700余人，在校全日制普通
大专学生 2万余人。2021年具有招生资格
的中等职业学校 24所，开设专业点 166个，
教职工3900余人，在校中职学生5.2万人。

发展环境日益优化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
育发展，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的实施意见》《达州市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2011-2020 年）》《达州市建
设区域教育中心专项规划 2020－2025》等

一系列文件，促进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我
市依托中心城区西南职教园区、5县（市）职
教中心建设，构建起了“1+5”全市职业教育
发展格局。“做优基础教育、做亮素质教育、
做强职业教育”，成为了达州教育的三张名
片。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

近年来，我市不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统筹资源整合布局，强化实训基地、师资队
伍、品牌专业建设，办学活力得到进一步激
发。全市现有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中等职业学校3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
校 4 所、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5 所、省级
示范中等职业学校3所（正在建设）、市级重
点中职学校 5所，省级重点专业 11个、积极
创建省级示范（特色）专业4个。

开放合作全面拓展

我市引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泛美航
空职教城建设项目落地达州，职业教育布
局进一步完善。万达开川渝职业教育协作
发展改革试验区加快建设，达州市职业高
级中学、达县职业高级中学加入重庆三峡
职教联盟。四川、重庆、陕西、湖北四省

（市）22所高校在四川文理学院成立了万达
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高校联盟。

人才培养模式更优

我市积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围绕产业调专业、实现专业设置与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对接，深化产教融台、校企合
作。积极推进“3+2”中高职衔接五年制贯
通培养，打通学生成才“天花板”。

近年来，全市中职学生参加技能竞赛
获国家、省级以上奖励 30余人次。2020年
全市中职毕业生就业率 96.98%，对口就业
率 83.76%，从事个体经营和自主创业 1595
人；对口升学报名 9049人，录取 7688人，其
中本科上线326人，居全省第四。宣汉县中
等职业学校对口升学人数遥居全省第一。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杨秀琴

职业教育驶入发展快车道
——达州职业教育发展概述

赓续百年初心 担当育人使命

无障碍观影无障碍观影：：我是你的眼我是你的眼

“看”电影

2019年 11月，青芒无障碍影院走进达
州。这是有视力障碍的蒋小妹（化名）有生
以来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观影。伴随着一
句句解说，电影中光怪陆离的画面、不同人
物之间的对白、无声的转场、带有隐喻的场
景跃然于脑海。“原来电影这样精彩！”

“从前不是没有尝试过，只是单凭听
觉，一旦人物出场过多，就分不清了，连故
事都很难明白，更不用说去感受画面特效
有多么惊人，或理解画面背后的深沉含
义。”通过解说，蒋小妹随电影中的故事欢
呼或落泪。此刻，电影艺术变得清晰可

“见”、触手可“及”。
回家的路上，影片内容不断从蒋小妹

的脑海中闪回，2个小时从未有过的经历，
让她喜欢上了电影。过去，蒋小妹的娱乐
方式是听书和听新闻，遇到节日时，他们也
会组织唱歌。“盲人大多从事按摩这个工
作，长时间待在店里，听书、听新闻是我们
最方便和可接触的娱乐方式。”没有客人的
时候，蒋小妹可以抱着手机坐半天，光是听
到的世界已然精彩万分。

为庆祝建党100周年，今年达州市盲人
协会再次举办观影活动，蒋小妹积极地报
了名。与《我和我的祖国》这类剧情片不
同，这次放映的是人物背景复杂、故事线更
多的谍战片《悬崖之上》，人物情感表达也
不再仅靠对话，眼神、动作、物件，每个细节
都是关键，视障人士要“看”懂，非得依赖解
说员。

这次观影的体验，蒋小妹更感新奇，观

影结束后，她乐此不疲地和同伴探讨剧
情。“难度有点大，有一些没有完全理解，和
朋友沟通也很有趣。”

“当”眼睛

无障碍电影的播放效果，无疑取决于
解说员。

“要做他们的眼睛”是刘云对自己的定
位。她是一名媒体人，无障碍电影活动能
在达州顺利举办，与她的积极参与分离不
开。

两年前，刘云在朋友圈里，看见成都的
好友为视障人士解说电影，“达州也有相当
数量的视障人士，我们是否也可以操作
呢？”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前往成都，亲临无
障碍观影现场，闭上眼“看”了一场无障碍
电影。被全场响起的掌声和道谢所感染，
刘云决心做一场公益无障碍观影活动，“电
影是一种很美的艺术，我希望每个人都有
机会欣赏。”

无障碍电影现场效果的好坏，解说词至
关重要。“公益组织提供的解说词更像是剧
情梗概，对人物关系、线索的交代有所欠缺，
要想放一场让视障人士‘看’得懂的电影，需
要解说员自己悉心打磨解说词。”对此，刘云
没有技巧，一遍遍地观看、暂停、记录关键
点、回放，数次过后在脑海中形成清晰的脉
络，不断在既有的解说词中增添细节。

解说中，出声时机最难把控，有的画面
一闪而过；有的场景多个人物正在对话，解
说只会给听者造成困扰。为了更好地把握
节奏，解说电影前，刘云往往会提前前往电

影院，一边观看一边在心中预演。
挑战不止于此。一部长达 2个多小时

的电影，一个人解说显然不现实。在解说
《我与我的祖国》时，刘云与四位来自成都
的好友分工合作，一场下来，大家的声音都
已沙哑。

“让视障朋友们‘看’懂只是解说员最
基本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电
影的美好。”刘云总结出三个技巧：高度凝
练的语言、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富有感情的
声音和节奏。

盼斑斓

“主席，这真是好活动，以后我们还要
多搞哟！”“主席，下次有机会看法律题材的
电影就好啦，还能学点知识！”面对期盼，市
盲人协会主席邱罡既高兴又担忧。

无障碍电影非常小众，组织一场活动
并非易事。向残联报批、联系场地等，邱罡
前后忙了一个月。就连视障朋友们安全到
达影院都不容易，“视障人士很难单独外
出，上电梯、找座位，就连活动结束后的聚
餐，都得要志愿者帮忙。”

庆幸的是，有达州太平洋影城、大地影
院以及刘云和她一众好友的倾力支持，这
两次活动得以顺利举行。

然而，达州有10余万名视障人士，体验
过无障碍观影的却只有数百人。如何让电
影真正走近视障朋友们，还需要社会共同
思考。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戴静文
彭小懿

“蔚蓝的天空下，一面鲜艳的红色
丝绸国旗，似波浪般随风飘动，从银幕
左边慢慢地覆盖整个银幕。在舞动的
红旗衬托下，金黄色的大字《我和我的
祖国》出现在银幕上……”

黑暗的影院里，一盏台灯发出微弱
的灯光，这场无障碍观影活动的解说员
刘云手持话筒、伏案埋首，随影片进度
不断翻动眼前的解说台本，将电影画面
娓娓道来。

无障碍观影活动中，解说员必不可
少。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影片播放过程
中，通过增补配音解说的方式，为视障
人士拨开迷雾，探索光影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