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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以建立部省协同
推进机制为核心，设计了央地
互动、区域联动、政行企校协
同的改革新机制，着力营造制
度供给充分、条件保障有力、
产教深度融合的新生态。

点上突破，支持有基础、
有意愿的地方先行示范，打造
样板。 2023 年初，选择 10 个
左右省份，建立部省协同推进
机制，“一省一案”编制落实方
案，“一省一策”给予差异化支
持，“一省一台账”逐项推动落
实。

线上提升，围绕办学能力
的关键条线，推出一批关键政
策和重点项目。一方面，围绕
上述“五项重点工作”，分别推
出专项工程计划，推出一批引
领职业教育领域改革的国家
级 项 目 ，树 立 标 杆 、打 造 品
牌。另一方面，针对股份制、
混合所有制改革，职业教育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等地方“不敢
碰”“不好讲”的难点，在国家
层面出台政策，向社会传递信

号、给地方提供支持，引导基
层大胆试大胆闯。

国家发改委社会司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职业教育招
生规模大幅增长，中职、高职
学校每年为国家培养约 1000
万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职
业教育专业紧跟市场需求，不
断调整结构，持续优化设置，
全国职业学校共开设 1300 多
个专业，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
领 域 ；不 断 优 化 教 师 队 伍 结
构，加快从具有 3 年以上企业
工作经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
老师，“双师型”教师比例越来
越高。

据介绍，目前，已认定了
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各地培育了 4600 多家产教融
合型企业，一大批行业组织和
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
工作，已经初步形成了城市为
节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
点的产教融合推进机制。

（金正波）
据《人民日报》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民政部、
商务部联合印发《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
项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对近 3
年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年，养老和家政
服务标准体系基本健全，标准化发展基础更
加牢固，标准推广应用效果日益凸显。标准
供给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市场并重转变，养
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系结构不断优化，服务
标准加速提档升级，出台 100项养老和家政服
务领域标准，形成服务标准多元供给格局。

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是《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的 5 个专项行动之

一。《行动方案》围绕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
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
扩容，提出到 2025 年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
工作的总体目标，以及 4大方面、10项重点任
务。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行动方案》提出
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供给结构，厘清了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
企业标准等标准化工作方向。在标准实施与
监督方面，《行动方案》提出向消费者明示服
务标准、完善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分批部
署 150 个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等任务。在标
准化能力建设方面，《行动方案》提出推动将
标准化知识纳入养老、家政从业人员技能培

训，建立以标准为支撑、覆盖从业人员和服务
机构的评价机制。在标准国际化方面，《行动
方案》提出促进养老和家政服务领域国内国
际标准衔接、强化国际标准化人才培养。

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委）将会同民政部、商
务部进一步优化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加速服务标准提档升级，以标准引领养老和
家政服务业规范化、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
发展，形成标准化与养老和家政行业联动发
展新局面。

（欧阳洁）
据《人民日报》

近日，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我省将实施三孩生
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满足群众多元化
生育需求，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方案》指出，我省将严格落实产假、护
理假、育儿假、哺乳假等制度。符合政策规
定生育子女的，女方在享受国家及本省规定
产假的基础上，奖励延长产假 60日，男方享
受护理假 15日。推动实行父母育儿假制度，
符合政策规定生育且子女不满 3周岁的，夫
妻双方所在单位分别给予每年不少于 15日

的育儿假，并可以分别每月发放不低于 200
元的婴幼儿保教费。对怀孕 7个月以上、哺
乳未满 1周岁婴儿的女性，用人单位不得延
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

进一步做好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
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的保障，做好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建立住房倾斜保障政策。各级政府在
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住房保障条件
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应根据未成年子
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

对生育二孩和三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
可在本人可贷额度基础上给予一定幅度的
上浮。

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督促用人单
位落实相关休假制度，不得因女职工怀孕、
生育、哺乳而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
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鼓励用人单位制
定有利于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措
施，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
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等。

（薛建英 刘青霞）
《山西晚报》

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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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表示，《意见》是在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基础上，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着力破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大改革。“重点解决三
个问题：发展理念的问题，即如何看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的问题，即如何干职业教育；主
体责任的问题，谁来干职业教育。”该负责人表示。

山西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延长产假、住房倾斜、灵活休假……

三部门印发行动方案

加快推进养老和家政服务标准化
将分批部署一百五十个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
责人表示，《意见》破除了“矮化”“窄化”
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直击改革实践中
的难点痛点问题。

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人
本”，更加注重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健
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
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普协调
发展、相互融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
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将对消解职

普分流带来的教育焦虑有重大作用。
职业教育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

“产教”，更加注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特征，
也是最大优势。《意见》直面产教融合中
的堵点问题，提出了建设市域产教联合
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制度设计，
将职业教育与行业进步、产业转型、区域
发展捆绑在一起，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创
新良性互动机制，破解人才培养供给侧

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等问题。
职业教育发展路径由“分类”转向

“协同”，更加注重统筹“三教”协同创
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
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二者不
是平行更不是对立的。”该负责人说，《意
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提升职业
学校关键办学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确了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统筹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从“不同”
走向“协同”，各种教育类型优势互补、交
叉融合，都服从、服务于“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这一共同目标。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
人介绍，《意见》提出了新阶段职业教育改
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围绕职业教育自立
自强，设计了五项重点工作。

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围绕
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的急需
专业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核心
能力建设专家团队，打造一批核心课程、优
质教材、教师团队、实践项目，遴选一批国
家级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在线精品
课程和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做大做强职业
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服
务全民终身学习和技能型社会建设。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该负
责人介绍，依托头部企业和高水平大学建
设一批国家级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培养
培训基地。推进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

定工作，指导各地制定省级“双师型”教师
认定标准、实施办法。

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
心。启动高水平实践中心建设项目，通过
政府搭台、多元参与、市场驱动，对地方政
府、企业、学校实行差别化支持政策，分类
建设一批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真实生产
和技术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公共实践中心、
企业实践中心、学校实践中心。

拓展学生成长成才通道。建立符合
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技能人才成长规律
的考试招生制度，支持各省因地制宜制定
职教高考方案，扩大应用型本科学校在职
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制定职业教育贯通

培养指导意见，支持各省开展中职与高职
（3+2）五年贯通、中职与职业本科或应用
型本科（3+4）七年贯通、高职专科与职业
本科或应用型本科（3+2）五年贯通培养。

“职业教育不是‘终结教育’，也不是‘低层
次教育’，而是特色鲜明的一种教育类型，
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既可以升学，也可
以就业，还可以先就业再升学，最大程度
拓宽学生多样化、多途径成长成才的通
道。”该负责人表示。

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制。持续办
好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和世界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推动教随产出、产教同
行，打造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平台。

推出一批引领职业教育
领域改革的国家级项目

破除对职业教育的传统认知

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

优化养老服务优化养老服务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改革重心转向产教融合改革重心转向产教融合，，让学生多样化让学生多样化、、多途径成长多途径成长

拓宽职业教育成才通道拓宽职业教育成才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