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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区域优势和人才需求，建立健全国
际交流合作机制，努力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
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一方面，拓宽中
外合作办学路径，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支持
省内职业学校境外办学，积极为“走出去”的
山西企业订单式培养熟悉中国文化、符合专
业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搭建中
外合作交流平台，积极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实施职业学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高
技能领军人才和产业紧缺人才出国培训计
划，定期选派职业学校专业骨干教师赴国外
研修访学，力争将职业教育打造成国际合作
的战略资源。

（杨晶 王琪）

我省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4个方面助力职业教育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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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引进和队伍建设层面，积极
落实职业院校和技工类院校公开招聘自
主权，职业院校和技工类院校可以自主
制定公开招聘方案，自主组织实施公开
招聘，考试内容由用人单位按照“干什
么，考什么”“以用为本”的原则进行设
置，考试可采取笔试、面试、实际操作、能
力测试等多种形式。

在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层面，切实
维护和保障职业院校和技工类院校毕业
生平等就业机会，在参加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时，与同层次普通高校毕业生同等
对待。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资格条件中的
专业条件要参考职业教育、技工院校等
专业目录设置。在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
的前提下，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
毕业生可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
的岗位，高级工班毕业生可报名应聘学
历要求为大学专科的岗位。主要以技能
操作或技能指导履行职责任务的岗位，
实际操作能力测试在考试中的比重原则
上不低于 50%。

（杨晶 王琪）

过去一提起职业教育，很多人认为其前景不明，工作岗位和待遇不好。伴随着相关政策、办法的逐
渐推出，社会公众也逐渐发现，职业教育并不是“失败者”的教育，而是培养服务在生产一线的高素质技
能技术型人才。近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促进全省职业教育发展进入“快车道”，让职业教育人才变成“香饽饽”。

4月 19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实施意见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实施意见从4个方面
推动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学分互认学生
可以多次选择

《实施意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的基础上，夯实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强
化高等职业教育主体地位，同时，打破职业
教育内部循环和毕业生身份固化问题，一
体 化 设 计 职 业 教 育 人 才 培 养 体 系 。 纵 向
上，深化贯通培养制度改革，推动各层次职
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
养方案衔接，搭建中高职学生成长的“立交
桥 ”。 横 向 上 ，依 托 职 业 教 育 国 家 学 分 银
行，推动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高等职
业 学 校 与 应 用 型 大 学 课 程 互 选 、学 分 互
认。这样，通过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体系
设计，让不同禀赋的学生能够多次选择、终

身学习、多样化成才。

校企联合增强职教人才匹配度
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地图紧密对接，

优化供给结构，动态调整专业设置，重
点打造 300个职业教育品牌专业（群）、
200 个高水平实训基地，着力破解人才
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匹配度不高
等问题。与社会力量加强共建共享，以

“校中厂”“厂中校”等多种形式，推动形
成职业教育多元办学格局。与企业加
强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共建
共管产业学院，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

“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
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推进改革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通过职业教育铸魂育人计划，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德技并修。聚焦课程建
设，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按
照生产实际和岗位需求，设计开发模块
化、系统化实训课程体系，切实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聚焦课堂
革命，以适应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实
施职业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创新、金课建
设、虚拟仿真实训等三大工程，促进知
识传授与生产实践紧密衔接。

打造山西特色让
更多人才走出去

各部门举措看这里
我省职业教育面临提质培优的重大任务，《实施意见》出台后，为促进

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部门也采取了针对性的具体举措和安排。

教育
新增50个产业急
需的新兴重点专业

积极整合现有办学资源，
大力推动职业学校重组重塑和
办学条件达标，支持本科层次
职业学校和国家“双高计划”建
设学校率先发展，先行先试，带
动全省职业学校提档升级。继
续实施省级“双高计划”和高水
平中职学校建设计划。

制定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和
政策支持“三张清单”。推进建
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
融合共同体。根据产业需求动
态调整专业布局，今年新增 50
个产业急需的新兴重点专业，加
快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
养。目前，教育部门正在积极对
接我省重点专业镇，培育建设省
级特色产业学院。其中，山西药
科职业学院已率先与平顺县人
民政府合作共建上党中药材产
业学院。

发改委
推进产业和教育深度融合

2020年以来，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政
府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设备更新
改造中长期贷款等各类资金约90亿元，重点
支持了山西工程职业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
地、山西通用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等项目建设。

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推进

产业和教育深度融合，鼓励高校教学创新
团队及科研团队、产教融合联盟、运营服务
机构同重点产业群抱团合作，深度参与生
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成果转
化、实习实训，高水平推动集成联动、产教
互补的大协作。

财政
确保职教投入持续稳定增长

财政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全省财政
职业教育经费年均增长 4.8%，高于同期教
育支出 4%的增长水平；在此基础上，2021
年和2022年又相继增长7.6%、19.6%，2022
年底全省财政职业教育支出占教育支出的
比重为11.2%，高于全国水平2.1个百分点；
今年一季度，省级财政职业教育支出同比增
长25.7%，财政保障力度持续稳定加大。

深入推动教育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确保各级承

担的职业教育支出责任落实到位，确保
职业教育投入持续稳定增长；推动落实
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的政策要
求，健全高校捐赠配比制度，发挥财政资
金引导作用，拓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渠
道；调整完善高职院校基本生均拨款机
制，健全以专业大类+在校学生为导向的
差异性生均拨款机制；支持高职院校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项目建设，促进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

人社
为学生就业和
职业发展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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