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潍坊产教融合新格局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重塑职教专业新优势
打造高技能人才“孵化器”

潍坊市是全国最早发展职业教育的城
市之一，职业教育基础扎实、底蕴深厚，长
期以来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潍坊历来重视
职业教育发展，并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实现
新的跨越，进入到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新
阶段。

2024年，潍坊市印发了《关于完善职业
院校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通知》，推动职业
院校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建立更加适应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体系。教育行政部
门用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和建设联席会
议机制，会同发改、工信等部门，以及龙头
企业、产业链主，对职业院校拟新设专业
进行研究会商，实现专业建在产业链上。
健全完善就业市场反馈机制，教育部门每
年会同人社部门，对对口专业就业、本地
就业情况大数据分析，裁撤布点过多、需
求饱和、就业率低的专业。2024年，推进新
增工业机器人技术等专业30个，撤销商务
英语等专业22个。

随着潍坊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人才
需求进一步凸显。围绕服务湾区建设，潍坊
组建成立了滨海开发区市域产教联合体；

围绕服务海洋化工、海洋装备、临港物流等
产业发展，组建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5
个。指导院校与企业共建国际邮轮、海洋化
工、海洋装备等5个产业学院，校企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课程、开发教
材，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全环节、全过程，实
现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

立足服务于地方主导产业，潍坊工程
职业学院紧密对接青州花卉产业发展需
求，坚持“循产建群、以产改教、以研促产”，
探索出了一条融入区域、对接产业、服务企
业的集成型“产教融合”发展路径。学院与
青州市政府校地合作创办“花卉学院”，建
设高水平花卉生产与园艺专业群，建成国
家级教学资源库1个、课程4门，省级精品资
源课程、在线精品课程16门，助力青州花卉
产业全链升级。目前，已创新培养各类花卉
产业技术技能人才2100余名，技术服务年
带动“花农”增收超3亿元。

立足低空经济新兴产业，山东信息职
业技术学院于2021年设立无人机应用技术
专业，先后与山东华信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等十多家单位开展合作，开创了国内“无人
机+智能建造”成功应用案例；共同研发的
无人机搭载投放的高效智能化装备，为精
准防控森林火灾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2024年10月，潍职-鸿图低空经济产业学
院落户潍坊职业学院，计划新上飞行器数
字化制造技术、飞行器维修技术等专业，构
建集无人机研发、生产、维修、技术推广与
运维一体的服务体系，打造服务低空经济
发展的人才高地。

围绕全省“十强产业”和全市产业体
系，潍坊市在职业院校布局了200余个骨干
专业，专业设置与产业高度契合，打造出一
批高水平专业(群)，真正做到了“专业跟着
产业走、围着需求转”。

“政校企”多主体协同发展
打造更好潍坊发展“新引擎”

丰富的产教资源和区位优势为潍坊产
教融合提供了“天时”“地利”，但关键在于
地方政府扛起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
任，实现多主体协同发展的“人和”。

2021年，潍坊出台了《关于加快现代产
业学院发展的实施意见》，从政府层面整
体设计，推动高校与政府、行业、企业合
作办学，创新人才协同培养机制。潍坊市
产教融合研究院深入对接国内重点院所
高校，对接潍坊高校和本土企业，持续在
对接的广度、深度、精度上发力，加速产教
融合进程。

2023年，潍坊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实施意见》，全力构
建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
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联合体
内院校、企业、科研院所将围绕产业发展需
求，共商培养方案、共组教学团队、共享教
学资源，不断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
量和适应性，在产教融合制度建设、机制设
计、合作模式、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大胆

探索创新，打通人才供需“最后一公里”，形
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协会各负其责、协
同共进的产教融合发展新格局。

10月30日，潍坊市第三届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对话会暨产教联合出海工作推进会
议举办。目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对话会已
经举办三届，由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共同
推进产教融合。截至目前，共有潍坊国家农
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产教联合体等5个
市域产教联合体、3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
体、90余个现代产业学院，潍坊把市域产教
联合体、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成产教融合
新形态、区域发展新机制，不断深化多主体
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
引导职业学校由“基础好、条件好”向“服务
好、支撑好”转变，推动职业教育扎根区域、
融入产业。

校企“双向奔赴”
产教融合塑造“新优势”

技术发展，人才先行。作为一家规模
大、生产密集型高科技公司，歌尔股份有限
公司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从与潍坊学院、潍坊职业学院的学生
实习实训、企业用工的浅层次合作，到共建
二级学院歌尔科技学院，再到与山东科技
职业学院等20余所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培
养，歌尔逐步探索形成了以“企业主导+多
元主体”协同、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中国
特色学徒制为核心、以产教融合政策为基
础的“三段递进式匠造人才培养模式”。截
至目前，已累计培养学生超过4000名，3000
余人入职歌尔并成为稳定的技术技能骨
干。这是歌尔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与职业院
校“双向奔赴”交出的成绩单。

山东省智能制造公共实训基地，学生
在“复刻”的生产一线学习如同在企业跟岗
实训一样，在学校课程应对的是企业生产
的真实情景。“我和同学们在车间兼教室的
课堂中，对服装设计、制作技能的提升起了
很大的作用。”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
能大赛服装创意设计与工艺大赛一等奖获
得者魏维说。

潍柴动力先进制造业公共实训基地与
山东重工集团11家企业签署了人才培养战
略协议，提供培训、咨询和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等服务。每年基地共对外部企业、政府机
关等组织开展培训30000人次以上，1000余
名学生实习实训。

截至目前，潍坊72家企业入选山东省
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库实训基地。歌
尔股份有限公司入选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
企业。潍柴动力先进制造业公共实训基地
等22家获评“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行业(专
项)公共实训基地”，4个院校实训基地项目
纳入国家“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清
单，数量位列全省前列。

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契合后，人才自
然就能留下，为地区产业发展注入了活力。

奎文区景致三维元宇宙产业研究院负
责人表示，研究院已经与山东经贸职业学

院、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等20多家高职院校
达成深度合作，目前公司正式员工90%以
上都是职业学院毕业生。

“专业对口，环境舒适，这份工作我很
满意！”谈起自己刚拿到的“offer”，山东科
技职业学院2024届电气自动化专业毕业生
高新宇满怀期待。在实习结束后，他将正式
入职歌尔股份有限公司。

这些年来，像高新宇一样，从“家门口”
高校毕业，“无缝衔接”到“家门口”企业就
业的学子不在少数。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
接岗位、学习过程对接生产过程，理想中的
职业教育画卷正在产教融合中徐徐展开。
产教融合正在加速实现教育与产业、学校
和企业的“双向奔赴”。

服务国家战略
拓展国际合作“新生态”

为推动建立产教融合“出海”新机制，
今年，潍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到国
外实地走访出海企业，调研企业需求。5月
17日，潍坊市成立产教联合出海共同体，17
所高校和29家企业携手发挥各方优势，主
动服务企业出海战略，推动职业院校在越
南、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国家建设“班·墨
学院”“中文+技能”合作项目20余个，量身
定制本土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服务潍
坊歌尔、豪迈、鲁泰等15家企业走出去，传
播中国文化，服务大国外交。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为了支持歌尔股份
有限公司在越南的产能提升，继去年派遣
教师至越南进行员工培训后，今年与歌尔
及越南李太祖大专合作成立了“越南-班·
墨学院”，于9月初开学授课。同时探索“数
字出海”，联合开发培训教材7本，中越双语
线上课程18门，教学资源库12项。

潍坊职业学院与加纳库马西技术大学
联合培养机电一体化专业高素质技术人
才，学院还承办首期“非洲职业院校管理人
员和骨干教师培训项目”，为加纳院校开展
线上专业师资培训；开设非洲首家网络中
文课堂。

在推进当地职业教育的同时，协助当
地制定职业标准，也是职教“出海”的内容
之一。以山东科技职业学院为例，去年该校
主导制定的服装设计技术员(5级)和服装
生产技术员(5级)职业标准和专业教学标
准，已纳入坦桑尼亚的职业教育体系，并在
该国职业院校广泛推广。

目前潍坊职教“出海”已实现了从基础
的语言培训到高层次、综合性人才培养的
转变，以及从本土化员工培养向系统化学
院教育的升级。

潍坊聚焦创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走出了一条“产教深度融合、办学主体
多元、育人机制创新、现代治理保障”的创
新发展之路，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适应性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赋能潍坊产业升级发展，为推进更好潍坊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为山东“万亿之城”后备军，
在加速建设更好潍坊过程中，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潍坊既需要高层
次的科技人才实施创新驱动，也需
要更多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提供
基础支撑。作为部省共建国家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山东省职业
教育创新发展示范区、山东省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潍坊职教资源优质
富集，各类职业院校65所，其中国
家“双高计划”高职院校4所、国家
改革发展示范中职学校6所，在校
生30 . 5万人，开设专业340余个，涵
盖了全部19个专业大类，与全市产
业体系一一对应。围绕服务产业聚
集区、“9+3+N”产业链，组建了5个
市域产教联合体、30个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90余个现代产业学院，
在搭建产教对接平台、聚焦重点项
目、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推
进潍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抢滩破冰，
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助推更好潍
坊建设。

潍坊公共实训基地全景。

潍坊职业学院。

歌尔学院。

秦国玲 潍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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