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 14日，江西工程学院新余市仙女湖校区科技园内，老师带领学生
在智能制造实训车间进行实际操作。该学院通过创办青年大学生创业孵化
示范基地，设立实验实训中心，健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机制等举措，实现了
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

赵春亮 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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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个人成长成才的同时，职业教育还
有一项更重要的职责，就是要瞄准技术变革和
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为实体经济输出大量优
质劳动力。图纸设计得再好，也需要能工巧匠
把它变成现实。随着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
整不断加快，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愈
加迫切，职业教育承担起了更重大的责任。

在发展职业教育过程中，许多职业院校的
办学理念都与当地的产业发展、就业需求息息
相关。“学校为适应北京电气行业能效管理智
能化、数字化转型需求，与施耐德电气（中国）
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了施耐德电气能效管理应
用工程师学院。”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校
长冯海明介绍，通过探索模块化教学模式改
革，该学院主要培养适应未来需求的智能配电
与物联网结合型应用人才、信息技术与运营技

术综合型应用人才和能效管理领域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实施
知识更新工程、技能提升行动，壮大高水平工程
师和高技能人才队伍。由于人才培养需要一定
的周期，因此，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与课程布局
中，尤其要具有前瞻性，不但要适应眼下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还要面向市场，提前谋划，为未来
可能出现的新需求提供充足“供给”。

因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培
养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的必由之路，这是职业
院校的育人优势，也是育人特色。冯海明指
出，“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配套政策与评
价体系不足，企业方面缺少动力、产教供需的
双向对接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我国建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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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

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水平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40多年
来，我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
育实现历史性跨越。

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不少
地区的职业教育还远未成为社会广泛认可的类型教育，而
是成为学历教育的补充；职业院校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过程中面临“校热企冷”的现象，我们的职业教育发
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

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
地位。”《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职教 20条”）开宗明义地
指出了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应该
遵循的发展方向。对于没有机
会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说，职业教
育不失为另一种受教育的方式，
让千千万万年轻人在不同岗位
上都能发挥人生光彩。尤其是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职教一人，
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例子比
比皆是，职业教育成为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有力抓手。

“因为从小喜欢旅游，2010
年 9 月，中考失利的我来到井冈
山旅游中专，从此开启了人生的
新征程。”现在井冈山茨坪景区
做导游的林娟说。在学校的 3
年，她不仅受到专业训练和指
导，还获得许多外出学习实践的
机会。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她
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成为落落
大方、在游客面前侃侃而谈的资
深导游。留在家乡工作的林娟，
年薪近 10万元，家里条件也因此
得到了改善，“原来家里住的是
时不时会漏水的小土房，现在已
经是三层楼房了！”林娟补充说，
她要更加努力，做一名井冈山优
秀导游。

与林娟情况类似，家住江西
省遂川县南江乡石鼓村的叶娇兰
也来自贫困家庭，2017年从遂川
县职业教育中心毕业后，她应聘

入职上海一家保险公司，任电销
客户经理，月均工资达到 6000元
左右。而在建档立卡的 2014年，
她全家年人均收入才 2315元。

“学生看似起点低，但可塑
性强。”遂川县职业教育中心负
责人肖昭铖说，学校始终相信，
人人皆可成才，“我们尽全力在
软硬件上提供条件，开设电子商
务、学前教育、高级饭店管理与
运营、高铁乘务、智能制造等专
业，此后又增加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茶艺和护理专业。”肖昭铖还
强调，学校在学生毕业前夕会积
极推荐实习岗位，让他们有机会
找到一份好工作，给他们提供一
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职业院校不仅有助于贫困
学生及其原生家庭实现脱贫，培
养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聪
明才智，帮助更多贫困地区和贫
困户实现脱贫增收。贵州工商
职业学院负责人曹昌海兴奋地
跟记者提起，他们学院电商专业
学生在去年疫情期间，用自己所
学知识在学校开设直播间，帮贵
州贫困山区农民卖当地土特产。

高职连年扩招、设立中职国
家奖学金、扩大高职院校奖助金
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随着
国家对职业教育不断赋能，一大
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
民工、高素质农民都有机会通过
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让人生
更加出彩。

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就在于
能够为毕业生提供充足稳定的就业渠道和发
展空间。要想达到这一要求，校企深度融合至
关重要。然而让不少职业教育从业者感到困
惑的是，在校企融合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校
热企冷”的尴尬局面。

“我们除了与企业合作打造校外实训基地
外，还在校内以工作室的方式引进企业工坊入
驻，学校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和办公设施，采
取项目制方式，让学生真正投入到企业的实际
工作中去。”曹昌海表示，在训练过程中，学校
可以发现学生还存在哪些短板，以便相应调整
教学方式，用人单位也可以在实操过程中挑

“好苗子”，降低了企业的招聘成本和用工风
险。校企合作对于学校、学生和企业三方都是
颇有裨益的。

既然一举三得，为什么企业还会“冷”？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这主要
是因为企业在学校的课程、实习等安排中缺乏
话语权。“现在政府对待职业教育的态度，就像
是对待一个柔弱的孩子，总想把他抱在怀里，
不让他下地走路。”储朝晖说，这样就造成了很
多名义上是职业学校，但实际上开着普通高中
的课，拿着政府经费、用着职业学校的招生名
额，但学生最后还是只能参加高考，成为学历
教育的附庸。

“企业在职业院校开课需要成本，如果职
业学校与之无关的必修课太多，针对实操的训
练课安排得又太少，那企业就得在成本核算上
有所顾虑。”储朝晖提出，未来发展职业教育应
该注意两大关键点，一是充足的经费投入；二
是职业教育要与市场亲和，依法保障其市场的
主体权利，而不能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李丹）

据《经济日报》

让更多有志青年成为能工巧匠

让校企融合成为关键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