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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好产教融合“高速路”

!"

从职校毕业生找工作难，到入学即入职的订单培

养；从中职学校“单打独斗”的生存危机，到协同发展成

为城市产业链上重要一环；从重点产业、特色产业遭遇

“卡脖子”难逾瓶颈，到职业学校一个个专利不断挖掘

潜能⋯⋯吉林省吉林市创新推动全市职业院校实施专

业升级改造，促进院校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建在社会

事业人才紧缺领域，促进职业教育供给与区域产业需

求深度匹配，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

育人为本

用工荒变为开工潮

“以前刚招录的新员工实践能力不足、组织纪律意

识淡薄，企业投入人力物力，培养周期长、见效慢，成本

损耗巨大。”吉林化纤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吴凤奎表

示，受制于人才的断档，面对新一轮的市场机遇，企业

很着急。2022 年，吉林机械工业学校和吉林经济贸易

学校主动与吉林化纤集团对接，校企双方签署长期订

单培养协议。培养人的“烦恼”由学校解决。

通过“引企入校”或“引校入企”将校园教学实践落

到实处，是吉林市新一轮产教融合的实质性举措，把职

业教育功能定位由“谋业”向“人本”转变，更加注重服

务人的全面发展。

王智财是吉林机械工业学校“焊接技术订单班”的

学生，平日里除了完成校内的课程，还要在企业里完成

一定岗位的实践任务。“为确保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需

求的‘无缝对接’，学校会将企业项目移植到学生实习

实训课程，给学生模拟真实工作环境，形成招生即招

工、双主体培养、一体化育人的长效机制。”吉林机械工

业学校实习就业处主任薛海说。

思路的转变，带来育人方式的变化。吉林市顺利

完成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地区”试点工作，成功

摸索出校企“双元培育”育人模式。2022 年全市中职学

校本地就业率 72% ，面向中小企业就业率 85% 。针对重

点企业需求，吉林市成立“江城工匠”培养联盟，通过订

单量身培养急需人才。

双赢驱动

教学能人成科研达人

苹果梨是吉林特产，过去果农只能通过售卖果实

在低端市场维持生存。历经几百次实验，吉林工贸学

校依托吉林医养康职教集团和学校创新团队建成的全

省首家中职学校“保健食品研发中心”，突破了苹果梨

成汁后去色的难题，让本土的苹果梨开始走进高端市

场。中心主任刘志成高兴地说：“我们的技术成汁率可

达 70% ，大大降低企业成本。不仅如此，果渣还是养鹿

的好饲料，整个生产过程几乎没有原材料浪费。”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职业教育改

革的重心由“教育”向“产教”转变。在这一办学模式的

引领下，吉林机械工业学校技术团队对接吉林市正昌

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持续为企业开展“机器人换

人”技术攻关。吉林工业经济学校“信息技术+ ”专业

团队为吉林港华燃气集团研发的虚拟仿真安全培训系

统，目前已在企业投入实际应用，每年可为企业降低安

全培训成本近 30万元。

2022 年下半年，吉林市启动“专精特新”企业服务

专项行动。吉林市中职学校科技服务和创新研发能力

成长迅速，中医药、保健食品、特色餐饮创新研发体系

正在加快建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机制多点开花，

相关领域已为企业新增产值 2300 万元。高职院校横

向科研项目经费到款额已接近 600 万元，半数以上为

与本地企业协作项目。

多方协作

产业进步助力城市经济

今年 5 月，吉林化工园区化工产业集群产教联合

体在吉林市成立。化工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汇集长

春、吉林两市 13 所院校、11 个政府部门、18 家企业单

位、6 家科研院所，形成“大合作、大融合”新型机制，组

建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和创新研发等 4 个专业委员

会。化工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黄

庆学为吉林市化工产教联合体顾问，首批“博士专家进

企业”行动，推动解决企业科研技术和生产经营难题 15

个，开展合作项目 8个。

为给职业教育注入新活力，吉林市积极将企业、院

校、行业和政府等各类资源有效整合，破解“产”与“教”

融合的实际难题。

吉林市教育局推进职教集团实体化运行，首创职

业院校牵头行业协会模式。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院与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促进

民营企业数字化、信息化改造为目标施行“321”工程，3

年内走访企业 200 户，协助解决 100 个生产经营问题。

吉林市还成立“城乡职业教育协作联盟”，推动城区优

质院校与县级职教中心结对，支持县级职教中心服务

发展能力提升。

同时，吉林市委、市政府印发《市领导及市直相关

部门联系职业院校工作方案》，全市每所职业院校均落

实市领导和市直相关部门包保。

“吉林市将全面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面向

区域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特色产业和社会事业重点领

域需求，推动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育人方式、管理体制

和保障机制改革，全方位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力和贡献度，用突出成果答好‘教育强国，职

教何为’的新时代答卷。”吉林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杨凌云说。

据《中国教育报》

宜丰七小开展师德警示教育活动

本报讯 陈四华报道 为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全面提高教师职业道德素养，近日，宜丰七小开

展了师德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中，大家学习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酒驾醉驾知识及党纪党规要求》等法律法规；组

织全体教师签订了《师德师风个人承诺书》《反对“三

违”承诺书》《拒绝酒后驾车醉酒驾车承诺书》；观看

了警示忏悔纪录片。告诫全体教师要把规范记心

中，知准则，守底线。

高安教体局深入十四小开展督查工作

本报讯 冷玲玲报道 近日，高安市教体局党

委书记、局长黄四光深入十四小校园周边道路交通

劝导现场，查看学校周边存在的安全隐患。

黄四光就校园门口五里牌路中间一段两车窄

道深入了解情况，并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为了学校

的平安校园建设，联系了交警、瑞办等领导，沟通协

调处理安全隐患问题，并指导学校从三个层面加大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宣传力度，确保校园安全稳定。

学校党支部书记徐桃花就学校安全管理工作

进行了汇报。她表示，学校将全力以赴做好学生及

家长的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和宣讲，加强安全隐

患排查，让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家喻户晓。进一步强

化劝导举措，加强班子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始终坚

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真正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宜阳学校开展秋季“随堂听”活动

本报讯 史丹靖报道 教学质量是学校办学的

生命线。为深入了解课堂教学情况，促进教师教学

水平和课堂效率的提升，近日，宜春市宜阳学校开展

了 2023秋季“随堂听课”活动。

此次随堂听课活动在校领导班子的牵头带领下，

结合学校优秀骨干教师成立了听课小组，采取“推门

进”“随堂听”的方式，及时了解教师的“原生态”课

堂。每节“推门课”后，听课小组老师们都会在第一时

间和执教教师就教学目标的把握、教学环节的设置、

教学重难点的突破、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进行面

对面交流探讨，发掘优点，并提出中肯的意见。

听课教师表示：“推门听课，既是压力，也是动

力。通过评课环节的交流，启发很大，收获很多，对

于今后的课堂教学有很大帮助。”

随堂听课的及时开展与有效推进，是对所有教

师的鞭策和激励，在学期起始就让教师高度重视课

堂教学，用实际行动去加强对教学的思考和研磨。

随着活动持之以恒的深入进行，宜阳学校的教育成

果必将硕果累累，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方丽 武利华报道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

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结向上的进取

精神，近日，高安市祥符镇中心小学积极组织全体师生

进行了跑操运动。

“一、二、三、四⋯⋯”随着广播里的一声声号令，

全校师生开始了每天的课间跑操。口号洪亮，步伐

坚挺，精神饱满⋯⋯放眼望去，犹如一条条长龙在校

园的操场上盘旋。这样的精神面貌，是孩子们对青

春的最好诠释，是他们对梦想的奋力追逐。

每天的课间跑操运动，大大激发了师生们的运

动热情，同时锻炼了大家的意志力，增强了师生体

质，促进了师生身心健康。

快乐跑操 跳动青春

来了线上“好老师” 教学教研提质量

在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景山小学，五（5）班英语教

师杜祥伟向记者展示了一段学生上传到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的视频作业。杜祥伟告诉记者，她经常

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辅助教学，特别是平

台的在线作业功能，可以将作业一键发送至所教的每

个班级，设置学生提交时间、形式及学生互查。

近日，记者一行走进景山小学，了解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在助学、助教、助研、助管等方面发挥的效能。

景山小学语文教师陈芸惊喜地发现，自己利用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供的蒙层贴纸等辅助教学

工具，让课堂一下子“活”了起来，“平台确实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重难点突破

和迁移拓展”。

据了解，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后，景山

小学为全校教师、学生配齐了账号，并就如何操作开展

了统一培训，学生利用班级群向教师提交作业、反馈疑

难，如此一来，学生课前课后的参与感提升了，师生间

的距离更近了。

“平台资源成了‘课后老师’，减少了我们进行课外

辅导和孩子参与校外培训的压力。”该校六年级学生家

长李静表示，以前辅导孩子学习，经常感到心有余而力

不足；平台推出课程资源后，自己能及时掌握孩子学习

进度，还能利用家校群和教师沟通，减轻了焦虑。

景山小学校长傅静告诉记者，学校以国家智慧教

育公共服务平台为载体，开启新型教学交流，创新线

下、线上教研模式，充分运用平台课程资源，进行“双

备”“双研”交流融通，“通过‘双师课堂’推进教学，家校

携手共促智慧分享，让每一名学生的发展需求、个性特

质都能得到关注”。

据《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