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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
制、保障机制改革，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推动职普融
通，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
巧匠、大国工匠。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弘扬工匠精神，提
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李克强总理批示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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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和服务上水平的重要基础。近些年来，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取得显著成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着眼服务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推进改革创新，借鉴先进经验，努力建
设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优化升级的方向，推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更多青年接受职业技能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
链有效衔接。加强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建设，优化完善教材和教学方式，探索中国
特色学徒制，注重学生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习惯的养成，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
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重大使命。同时也
是发展区域经济和文化的生力军，对发展本
地区特色经济和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市的职业教育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
代末，最早的原点和最大的亮点均来自辽源
职业技术学院。该学院是国家教育部批准

成立的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前身为
1958年 8月创办的辽源矿业学院，多年来为
社会各领域输送了大批职业技能人才。

2016年，辽源市委、市政府着眼职业教
育长远发展，以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依托，
整合全市职业教育资源，在南部新城规划建
设辽源现代职业教育园区。自此，辽源职业
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2018年 9月，占地面积 50.3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 29.6万平方米的辽源职业教育园
区正式投入使用。随后，辽源职业技术学
院、吉林师范大学辽源分院、辽源工商学校、
辽源第一职业高中、辽源技师学院等五所院
校迁入园区，近 12000 名学生相继入驻园
区。

2019年，辽源现代职教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统筹管理园区内院校的发展建设、统筹

专业设置、统筹管理后勤服务，开启了改革
转型发展新路，旨在发挥产教融合“共融互
通”平台职能，建设好、经营好、运营好职教
园区的总体目标。

自2019年以来，辽源职业技术学院连续
两年招生突破3500人。目前，在校生为9662
人，是吉林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吉林省
特色“双高校”，2020年就业工作得到了省教
育厅表扬。

“以建促改”夯实职业教育发展之基

职教集团以辽源职业技术学院为主体，
大力推进校企互融，健全“党委领导、集团统
筹、校长负责”的运行机制。坚持公立化属
性、市场化运作，在“共建共享”基础上实现

“共进共赢”。发挥职教集团产教“共融互
通”的平台功能，赋予办学单位独立的办学
自主权和经营管理权。

在推进校企互融的同时，集团成立全市
产教融合联盟，并命名辽源矿业集团公司等

10家企业、3家医院为辽源市产教融合型企
业和“双师型”教师培育基地；辽源市第一实
验小学等 10所小学、辽源市第一幼儿园等 6
所幼儿园为产教融合教育实践基地。

在此基础上实现设备互融，实习实训共
享设备达1737台件；实现师资共享，近两年来
院校之间每学期互聘教师均在50名以上；实
现服务共享，园区内后勤保障由集团承担，提
升了餐饮、住宿、文体活动的档次和服务质量。

“以改促融”探索职业教育改革转型新路

集团与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组建了乡村
振兴学院、中德诺浩汽车学院等7家学院，建
设了生产性实训基地。同时，按照育训结
合、长短结合、内外结合的要求，面向在校学
生和社会人员广泛开展培训。

集团还牵头成立了“格局商学院”，面向机
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员工开展培训。
随后成立辽源乡村振兴学院，为乡村振兴打造
服务平台。吉林省科技大市场辽源分场于2019
年落户园区，两年来利用该平台开展培训13场，
为1000多人提供咨询服务，培养技术经纪人10
名，技术合同登记交易额达5000余万元。

在集团协调推动下，职教园区与30余家
域内外及其 14家子公司牵手，共建组织机

构、共同培训师资、共同编写教材、共同组织
对学生的测评。建立了 6个生产性实训基
地，建设了 3.3万平方米的现代装备制造业
实训中心和3.6万平方米的现代健康产业实
训中心，2万多平方米现代服务业实训中心
今年主体全部完工，1.75万平方米的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及 4000平方米的产训
一体化实训车间已经开工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
指示，为我市职业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未
来，辽源职业教育集团将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大国工匠中展现更大作为。

坚持“以融促优”提升办学质量培养优质技能人才

最美人间四月天。四月的职教
园区，桃李芳菲，杨柳依依，正是一
年当中最美的时节。

4月 23日，2021年吉林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BIM建模技
能应用赛项在这里拉开帷幕。

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副主
任陈平平在实训基地与格局商学院
间穿梭忙碌着，细细的雨丝洒落在
她利落的短发上，面对记者，她抬手
将头发抿在耳后，干练中藏着洒脱。

“今天这场比赛是我们学院建
院以来首次承办省级赛事，将有来
自全省 10所高校、20支队伍的 40余
名选手参加比赛，BIM建模也是我
们建筑系首推的热门课程。”

说起自己的专业，陈平平颇为自

豪：“我们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系
设立于 1971 年，到今年整整 50 年
了。50年来，我们的学子遍及全国各
地，仅辽源市建筑领域，就有 80%以
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出自我们学校。”

“用‘英才辈出’四个字来诠释我
们建筑工程系一点也不过分，只不过
前些年受教学环境和条件限制，所有
的赛事活动我们尽管成绩不俗、名次
不低，但只限于参赛，却从未想过自己
可以办赛。自打迁进新教学园区，不
但规模大了，教学环境好了，设备设施
也正在与国内一流接轨，这次承办省
级BIM建模大赛是我们的初次尝试，
未来，我们还将举办更多大型赛事活
动，我相信，承办各类比赛是打造辽源
职业教育名片的绝佳机会。”

从参加比赛到自己承办比赛
“我们为职院的成长骄傲”

接地气的专业设置对于职业教
育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元永固是
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老师，说起学院
的专业设置，元老师如数家珍。

他告诉记者，自己曾专门就辽源
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设置进行调研。
2016年以前，学院设置十大类专业。
2016年，增设移动互联应用技术等9
个专业。2017年，取消选煤技术等3
个专业，增设临床医学、空中乘务等9
个专业。2018年，取消建设工程管理
等3个专业，增设无人机应用技术、飞
机机电设备维修等 9个专业。2019
年，取消文化市场管理专业，增设国
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航空物流专业
（五年制），并细化专业方向三个。

在元老师看来，正是由于专业设
置上的灵活多变，接地气、“冒热气”，

才能让职业技术学院更聚人气、更有
生气，从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从元老师手中的2021年拟招生
专业情况表上记者注意到，辽源职业
技术学院2021年共有20余大类81个
专业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在这些专
业中，既有传统的建筑工程、工程造
价、机电设备，也有改造升级后的矿
山机电与智能装备、煤矿智能开采、
智能医疗装备，还有新增设的邮政快
递运营、大数据技术、航空物流管理
等。

元老师认为，职业教育的最大优
势就是，可以根据本地区社会实际需
要设立专业，目标明确、量体裁衣、学
以致用。下一步，他们还在对照辽源
的七大产业链，争取把专业设在“产
业链”上。

把专业设在“产业链”上
量体裁衣 学以致用

4月 22日，园区多功能报告厅，
集团教育总监谢金田正与中国硬笔
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辽源市硬笔
书法协会主席郝智来先生调试音
响、画面。

这是一个可容纳500余人，室内
举架高度 10.5 米，配有三块高清
LED屏。其中，主屏面积为 38.7平
方米，边屏两块，面积为 6.14 平方
米。舞台上所有系统都是先进的可
控制的升降系统，智慧讲台集成了
电脑功能、话筒、信号控制功能等，
并且能实现与平台无缝对接，真正
实现平板、电脑一体化功能。报告
厅内还配备了奥威亚现场直播系
统，直播现场配备了4个镜头画面，4
个摄像头都具备云台功能，可旋转、
可变焦。

谢金田介绍说，这是我市目前
功能最全、设备最先进的多功能报
告厅。此次邀请郝智来先生为学生
上书法讲座是报告厅投入使用后的

“首秀”活动，以后将为园区各院校
及面向社会提供学术报告、政府会
议、文艺演出、新闻发布、影视放映
等服务。

和多功能报告厅的社会化运营
模式异曲同工的是园区内建筑面积
9895.3平方米的君健体育馆。该场

馆分为上下两层，一楼包括自由力
量区、私教区、格斗训练区、固定器
械区、有氧器械区、台球娱乐区等。
二楼为篮球比赛场区、羽毛球比赛
场区、排球比赛场区、乒乓球比赛场
区。其中，篮球场地的规格和CBA
联赛的规格标准相同。场馆主要用
于学校体育教学、师生员工以及外
部人员锻炼和举行大型活动。

该体育馆隶属吉林君健文化体
育公司，场馆负责人彭凯告诉记者，
体育馆 3月 24日刚刚投入运营。目
前，办卡人数已近 500人。下一步，
他们将以此为基础，组织创办省内
大学生体育运动俱乐部，起到打造
自身品牌，带动园区发展的目的。

采访中，职教集团负责人辛延
凯表示，多功能报告厅和大型体育
场馆的投入使用，是集团创建校内
经营实体的探索和尝试。在他看
来，职业院校创办经营实体，不仅有
利于完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
也可以进一步优化地区产业发展环
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还
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运营管理，解
决职业院校发展中的资金难题。

辛延凯认为，职业院校要走用
“才”生“财”，以“财”养“才”的运营
模式，“才财相济”才是生存之道。

用“才”生“财”以“财”养“才”
“才财相济”才是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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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质量，培育优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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