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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与产业深度融合

培养“大国工匠”型人才

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展示、
现场文物修复、行业前沿的颗粒
灌装生产线、各色面点和香甜的
蛋糕……在职业教育活动周上，
职业院校展示的一个个精彩瞬
间引起人们的一阵阵惊叹。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进入职业
院校，也可以有出彩机会。

“我初中的时候很顽皮，不
爱学习，成绩差没考上高中，进
入章丘中等职业学校学电工专
业学习。刚来的时候还挺失落，
感觉自己是‘差孩子’，未来没有
方向。”章丘中等职业学校98届
毕业生毕耜帅回忆自己刚进入
中职学校时候的感受，迷茫、失
落，感觉失去了未来的航向。

“现在回头看，进入到职业
院校，是我读书生涯中最重要的
决定，也是我生活的重要转折
点。中职教育与普通文化课学
习在内容和方式上存在显著差
异。我很喜欢电工专业，并在家
中喜欢亲自动手实践。进入中
职学校后，我发现自己非常适
合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
合的学习模式。随着学习的深
入，我对这个领域的兴趣愈发
浓 厚 ，形 成 了 积 极 的 正 向 反
馈。”毕耜帅说，当时也是我们
国家职业教育的完善阶段，中
职学习和高职学习能够贯通。
因为学业出色，到了第三年，有
机会进入高职阶段学习。通过
努力考入了山东省劳动职业技
术学院的大专班，继续在电工领
域深入学习和探索。

因为学业突出、技术过硬，
毕业后的毕耜帅成了就业市场
的“香饽饽”，顺利进入中国重汽
集团。

如今，踏出母校20多年，毕
耜帅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工程
师。他是中国重汽集团“首席技
师”“山东省首席技师”；获得“山
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中国铸造
大工匠”等荣誉称号。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只
有坚持到底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正如我刚入章丘中职的时候我
的老师对我说的一样：‘从现在
起，你们都将是一张白纸，将来
在白纸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记完
全取决于自己’。相信自己通过
不断努力，‘是金子总会发光’。”
毕耜帅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每

个人都有自己适合的领域，中
考成绩优异进入高中阶段学习
很优秀，但进入到职业教育学
习的赛道，也许更适合未来的
发展。

“和我当初读书的时候相
比，现在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重
视程度前所未有。”毕耜帅说，自
己一直特别关注职业教育，也很
欣慰于职业教育越来越好。

打破学历衔接“天花板”

构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毕耜帅的成长是职业教育
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华民族
大厦的基石、栋梁，大国工匠和
高技能人才被纳入国家战略人
才行列，被放置在前所未有的高
度。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从法
律意义上确定了职业教育的类
型定位。

以济南为例，数据显示，目前
济南市现有职业院校77所，其中，
高校14所，中职学校63所，共开设
61个专业大类1095个专业点。现
有在校生32 . 4万人，其中，高校
21 .6万人，中职学校10 . 8万人。

近年来，立足于服务人的全
面发展，职校学生成才通道更
加畅通。济南先后出台《济南市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泉城首席技师选拔管理办法》
等20个政策文件，并将高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体系融入济南市
委人才办的相关政策框架，同
时持续推进校企合作。牵头组
建15个产教融合共同体、5个市
域产教联合体，培育产教融合
项目150个，参与现代学徒制、1
+X证书试点学生达到8 . 6万人。
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达到 4 9
个，占全省的23 . 2%，数量位居
全省首位。

在此前提下，越来越多像毕
耜帅一样的技能人才，正从职业
院校中成长，成长为“大国工
匠”，在职业教育的路途中书写
属于自己的成才故事。

同样是从职业院校中成长，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006级生物
制药技术的学生吴成军，选择了
另外一条成才路——— 升本科、读
硕博，深造学历做科研。

“进入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我选择了生物制药技术这一新
兴的重点专业，这在当时还是
新兴专业。我的学习进步，与老
师们的辛勤指导密不可分。他
们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帮助，
还在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上提
供了宝贵的意见。这些指导对
我影响深远，让我对生物制药
领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吴成
军回忆，学校的课程设置非常
贴合未来的工作需求，从基础
的有机化学到前沿的生物技
术，每一门课程都旨在为学生提
供实用的技能和知识。

也正是从这里起航，吴成军
顺利考入沈阳药科大学，并且一
路读到博士，博士后出站后留校
任教，目前已经是学校的副教
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我很庆幸自己当初选择
了莱职院，特别感谢母校的培
养，母校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是
攀登的阶梯。有一种情叫莱职
院情，毕业15年来，我关注着学
院网页的每一条新闻和动态。”
吴成军说，“学习永远都不晚。
在职业院校也有无限的发展潜
力。”

在济南，职业教育不再设有
学历的“天花板”。“中职—高职
专科—高职本科”纵向贯通的学
校职业教育体系得以确立，职业
教育止步于专科的办学“天花
板”被打破，职业教育学生的“升
学断头路”彻底贯通。从纵向看，

济南市已经建立了从中等职业
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再到职业
本科教育的连贯性人才培养体
系；从横向看，职业教育与企业
及产业的紧密结合，实现了产教
融合和校企合作的全面渗透，职
业教育成为促进产业升级的重
要力量。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
“职教高考”制度不断完善，为中
职学生和普通高中学生提供了
更多发展可能———

济南电子机械工程学校等9
所高水平中职学校65个专业点
联合高职院校举办初中后五年
制高职教育，2024年，五年制高
职教育、中职“3+2”“3+4”贯通
培养计划招生6475人，占中职招
生计划41 . 7%，全方位构建人才
培养“立交桥”；5所市属高职院
校8个专业点与本科高校联合开
展“3+2”分段贯通培养，年招生
370人。

强化师资建设

创新先行先试办学理念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代
背景下，打造一批重要课程、优
质教材、教师团队、实践项目等，
不断提升关键办学能力，成为实
实在在办好职业教育的题中之
义。

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高素质的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始

终最为关键。与普通教师不同，
职业教育教师不但需要较高的
理论水平，更需要很强的动手实
践能力，既要会讲，更要会做。为
此，济南市真金白银投入教师培
训，每年安排资金150万元，开展

“双师型”教师培训；每年安排资
金500万元，设置100个教学岗
位，实施“能工巧匠进校园”计
划。2023年全市公办职业院校自
主招聘专任教师401名，优化了
教师队伍结构，提升职教教师专
业化水平。

多重努力下，一批名校长、
名教师的涌现，成为职业教育破
题发展的关键：全市职业院校现
有齐鲁名校长、名师32名，建有
14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成
市级及以上优质培养载体51个，
其中国家级、省级重点项目44
个；开展双师型教师认定，中高
职学校首批认定2929人。

更多先行先试的创新举措，
在济南这片教育的沃土上生根
发芽，绽放出职业教育的绚烂之
花：率先在全省以市为单位开展
双元制改革试点，成立双元制职
业教育创新联盟和11个工作室，
校企共建双师团队、共建管理体
系，推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
企”的“双主体”育人模式，被省
政府评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最佳实践案例在全省推广。
济南职业学院AHK项目入选山
东教育“品牌系列”，为驻济德资
企业累计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1100余名，作为省内唯一学校项
目入选全国“奋进新时代”主题
成就展。

牵头成立黄河流域产教联
盟和智能建造、医疗康养2个专
业联盟，奏响了新时代职业教
育的“黄河大合唱”，被国家发
展改革委评为全国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50个典型案例之一；同
时深化对外交流合作，推进“中
文+职业技能”国际推广基地建
设，开发中泰英三国语言课程6
门 ，签 订 了 百 个 对 外 合 作 项
目……

在济南，职业教育正在为新
质生产力赋能。

数据显示，2023年济南市
属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
在济南市现代制造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
人员中，7 0%以上来自职业院
校。职业教育已成为支撑中小
企业集聚发展、产业迈向中高
端、实施“工业强市”战略的重
要支撑。

目前，济南市已获评首批国
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2021年、
2023年两次被省政府评为职业
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的市，平阴
县、历下区和历城区先后被省政
府评为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
的县、区，职业教育在全国的影
响力不断提升。

现在济南的职业教育，正围
绕产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市
场需求转变而“动”，适应社会发
展需要而“变”；未来的济南职业
教育，将不断强化与经济发展的

同步“脉动”，在技术革新的浪潮

中“领航”，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
“革新”，为泉城发展书写职教担
当。

发展新质生产力 济南职教书写新担当
——— 济南职业教育发展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面向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要求，职业教育如何展现新
作为？

通过济南市2024年职业
教育活动周的窗口，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深入采访
济南职业教育发展，看专业
如何深度对接产业，观察课
堂如何深入衔接实践，探索
职业教育如何打通学历的

“天花板”，给每一位职教学
生更广阔、无限的未来空间。

济南职教周上，小学生体验山东新华技工学校的机器人编程技术。

毕耜帅已经成长为“大国工匠”。


	A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