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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课改后
企业争相抢人才

5月25日下午，济宁市工
业技师学院的师生们向往常
一样上课。与其它学校教室不
同，在这里老师指导后，学生
们这边学完理论，转身就能操
作实践。

在数控车工教室，学生们
的课桌上放置着几本专业书
籍，两人共用一台电脑，学习
着加工操作的理论知识。在课
桌旁两三米，就是一台台数控
车床，学生们身着工作服与安
全帽，将刚学习完的理论知
识，立即落实在车床实践中，
这些实用技能都牢牢地记在
脑海里。

在另一间教室，原木色的
小木屋颇具特色，房间内布置
模拟场景，几名学生正在梯子
上安装灯管、接通电线，没几
分钟，一摁开关，灯亮了。这些
对电工专业的学生来说，都是
小意思，经过几年的学习，他
们能够胜任专业内每一项技
能。

这种上课模式，就是“一
体化教学”。从2012年开始，济
宁市工业技师学院全面推行

“一体化”课改，取消原有理论
教室、实习车间，陆续改建为
106个一体化学习工作站，目
前已覆盖全部21个专业。

这一改革，在全省位居前

列，省内实行改革的学校大多
仅选择几个专业进行试点。经
过五年多的实践，济宁市工业
技师学院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带来的福利。5月27日，辰欣制
药、伊顿液压等单位前来参加
毕业季就业洽谈会，提供的职
位和待遇都不错，但前来参加
洽谈的毕业生们没有满足计
划需求。以前企业负责人来学
校要毕业生，总是挑挑拣拣感
觉不如意，如今，企业稍晚点
来招聘，都会被告知无毕业生
可以提供。

培养“四师型”教师
拓宽职业发展空间

“一体化教学”培养模
式，对教师多方面素质的要
求更高。在此次现场会上，济
宁市人社局向全省职业能力
建设从业者介绍了济宁市推
进“四师型”教师队伍的典型
经验。

为更好地应对技工教育
“一体化”教学改革和技工院
校学生低学历、低年龄、独生
子女现象给技能人才培养带
来的影响与挑战，2012年济
宁市在强化“双师型”教师的
基础上，在技工院校探索试
行了以提升教师的教学、实
践、心理疏导和就业创业指
导四种能力为重点的“四师
型”教师队伍建设试点。着力
培养一批具有讲师、专业技

师、心理咨询师和创业指导
师职业资格的优秀教师。

每年组织开展教育学、心
理学培训，引导教师在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中接受心理
咨询、创业指导等与“四师型”
教师能力有关的专业课程知
识培训。将技工院校校长或教
师出国培训列入市委市政府

“双百”人才出国境培训项目。
建立了青年教师到企业锻炼
和实训制度，实现教师与企
业、专业与职业、理论与实践
的“零距离”对接。始终坚持不
唯学历、职称、资历、身份的

“四不唯”标准，侧重实绩和能
力吸引更多优秀高技能人才
来济任教。同时，全市16所技
工院校普遍建立了“首席技
师”制度。市财政每年投入300
万元，支持“四师型”教师技能
拔尖人才、产业急需技师、高
级技师项目实施。探索建立企
业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
才职业发展贯通机制，进一步
拓宽了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和
职业发展空间。

经过几年的实践与探
索，取得了较好地成效，有利
推动了全市技工教育的创新
转型发展。2016年济宁市三
所学校四个专业被人社部确
定为“一体化”教学试点专
业，4件科研课题通过省人社
厅“十二五”规划科研课题专
家组评审，2件课题列为省级
重点课题。

三年后全市有望新增
高技能人才6万人

高技能人才培养需要一
个长期过程。为进一步加强
全市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培育和传承精益求精的“工
匠精神”，日前济宁市出台了

《关于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的若干意见》，到2020年，全
市新增高技能人才6万人。其
中技师、高级技师1 . 5万人，
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 1万
人，新增市级高技能人才培
养示范基地50家、市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60家，基本实现
高技能人才数量与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相适应，高技能人
才结构素质与产业发展需求
相适应。截至目前，济宁市高
技能人才总量为16 . 74万人。
其中全国技术能手20人、省
首席技师64人；国家级高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2处、山东省
技师工作站3个、齐鲁技能大
师特色工作站2个。

为达到2020年的目标，各
种培训是必经之路。为此，济
宁市将积极推广“企业订单、
劳动者选单、培训机构列单、
政府买单”的“四单式”培训和
创业大学培训模式，对贫困家
庭子女、高校毕业生、城乡未
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农
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
失业人员、退役军人及符合条
件的企业在职职工开展免费
职业培训，中级工、高级工的
培训补助标准统一提高到
1200元/人。围绕提升工业制
造水平，全市5年内重点支持
培养100名左右技能拔尖人
才，重点培养1000名左右产业
急需中青年技师，新增1 . 5万
名左右具有技师以上资格的
实用技能人才。对评定的市级
技能拔尖人才，3年内给予每
人每年2万元人才津贴；对认
定的产业急需中青年技师，2
年内给予每人每年1万元人才
津贴，对新取得技师、高级技
师资格的实用技能人才，按
500元、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
次性补助。

提供更多“深造”机会
现金重奖有才之士

未来三年，结合重点产业
和重点建设项目，济宁市鼓励
企业和技工院校引进国内外
具有技术攻关、技术革新、发
明创造等重大业绩成果的高
技能人才。将高技能人才纳入
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出国
(境)培训规划。5年内支持50
名技工院校教师或产业紧缺
急需职业(工种)的技能人才
到德国等先进国家(地区)进
行专题培训，培训费和食宿由
市财政承担。从境外职业教育
研究机构、职业技术院校或企
业，聘请100名职业教育专家
来济宁市开展讲学、任教或进
行技术指导与合作。

同时，完善高技能人才激
励机制发挥职业技能竞赛的
引领作用。制定《济宁市职业
技能竞赛管理办法》，每年举
办各类竞赛项目不少于50项，
其中市级一类竞赛项目不少
于10项。通过技能竞赛发现和
选拔优秀高技能人才，对济宁
市获得国家级一类技能大赛
前3名的选手给予1万元至5万
元的奖励。

建立完善企业首席技师
制度。支持企业在关键技术岗
位设立“首席技师”职位，并设
立“首席技师工作室”，切实发
挥高技能人才的示范引领作
用。企业自主评审认定的首席
技师，可优先推荐 “济宁市有
突出贡献的技师”的评选，设立
的“首席技师工作室”可优先推
荐申报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高技能人才的评选表彰
从高到低分为三个层次：济宁
市首席技师、济宁市有突出贡
献的技师、济宁市技术能手。
市政府每两年评选“济宁市首
席技师”30名，管理期为4年，
管理期内每人每月享受1000
元津贴补助；每两年评选“济
宁市有突出贡献的技师”50
名，每人给予5000元的一次性
奖励；每年评选“济宁市技术
能手”100名， 每人给予1000
元的一次性奖励，所需经费由
市财政列支。

实施“一体化教学”、建设“四师型”教师队伍

济济宁宁技技能能人人才才三三年年后后将将达达2211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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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离不
开人才汇聚。在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促进
行业转型升级中，高
技能人才将起到重
要作用。5月25日，全
省职业能力建设工
作暨技工院校教育
教学改革现场会在
兖州区召开。济宁市

“四师型”队伍建设、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
划、济宁工业技师学
院的“一体化教学”
让全省职业能力建
设从业者聚焦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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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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