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有 1.33 万所职业院校，遍及各
地；每年招生约 1000 万人，在校生约
3000 万人。这些学生充实到各行各业，
不仅解决了自身“饭碗问题”，还能满足
百姓生活需求。

造饭碗，促就业

一台轿车出现了发动机抖动，怠速无
力。怎么办？

“应该先从两方面去考虑，一是进气
方面，比如节气门脏了，进气滤清器堵塞
等；二是点火方面，如火花塞不匹配或损
坏，点火线圈损坏等。”站在一台充作模
具车的奔驰轿车前，罗朝毫不犹豫地说出
了自己的分析。去年，这个北京交通运输
学院的大三学生就是凭借清晰的思路、准
确的判断，获得了全国高职院校技能职业
大赛汽修一等奖。

罗朝老家在河北唐山市滦南县薛各庄
营村，当初高考时本来也可以去个三本院
校，但他选择了高职。“就想学点喜欢的
技术。”罗朝很庆幸当初自己的选择，“学
校跟德奥迪、奔驰、保时捷等汽车品牌合
作，开办了中德职业教育汽车机电合作项
目，在学校就能在真车上学习到专业的维
修技术，毕业后直接进入这些高档车的
4s店，完全不愁工作。”

现在罗朝已经进入了一家奥迪 4S 店
实习，转正后每月近 6000 元的工资让他
觉得自己离北京更近了。

职业教育是帮学生找饭碗的教育。与
其他教育相比，职业教育更加直接地面向
就业，特别是面向青年就业。因此，对于
改善民生、促进就业、和谐发展具有非同
寻常的意义。统计数据表明，高职学生毕
业半年后就业率达到 90%，且毕业生月
收入增长“跑赢”通货膨胀；中职的就业
率更是连续 9 年保持在 95%以上。2014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含普通中专、职
业高中、成人中专、技工学校） 毕业生数
为 577.70 万，就业人数为 558.54 万，就
业率为 96.68%。

对于许多像罗朝一样的农村新一代劳
动者来说，职业教育是他们留在城市的跳
板。来自教育部的数据表明，2014 年超
过 70% 的 中 职 毕 业 生 入 学 时 为 农 村 户
籍，但毕业后超过 92%的直接就业学生在
城镇就业。仅中等职业教育每年就帮助约
300 万的农村青少年进入城镇工作生活，
正在有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建设。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潮
下，动手能力更强、与产业结合更紧的职
业教育正在成为造饭碗的工厂。研究表
明，职业教育招生数占比每上升 1 个百分
点，二、三产业吸纳就业比重就上升约

0.5 个百分点。去年我国高职学生创业比
例达到 3.3%，机会型创业约占 85%；中
职学生合法从事个体经营的占 14.59%，
以其他方式就业的占 14.3%，自主创业和
参与创业开始蔚然成风，成为一大亮点。
职业教育不仅是找饭碗的教育，更成为造
饭碗的教育。

供服务，利民生

轻轻推动轮椅，系统响起“老人轮椅
已移动”的提示声；躺到床上，系统又提
示“老人已卧床”；按一下床头的按钮，
厨房的电饭煲就开始自动煮饭；腿脚不便
的老人，小机器人还能够把饭菜端到老人
跟前。在北京丰台职业教育中心，记者看
到了物联网专业学生自主研发的空巢老人
监护系统，仅通过在轮椅、床板甚至垃圾
桶上装上感应器，就能够随时监控老人的
活动，及时发现老人出现意外。

“很多老人不愿意使用最新的设备，
一是经济负担，二是用习惯了自己以前的

东西，不想再去适应新设备。”院长赵爱
芹介绍说，“我们这套系统就解决了这两
个问题，很受老人欢迎。”目前，这套系
统已经走入丰台区芳古园社区的50多户空
巢老人家庭，下一步还要在丰台区推广，
能够帮助更多老人独立生活、避免意外。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家政养
老服务、文化创意、体育健身等需要大量
的专业技能人才。这就迫切需要加快发展
职业教育，补足缺口，满足人民群众的生
产生活需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
划 （2014-2020 年）》 就明确提出，要
加快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根据服务业加
快发展的趋势，逐步提高面向服务业的职
业教育比重；重点加强服务金融、物流、
商务、医疗、健康和高技术服务等现代服
务业的职业教育，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
和技术技能素质的新型服务人才；深化文
化艺术类职业教育改革，重点培养文化创
意人才、基层文化人才，传承创新民族文
化和民族工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支柱性产业。

2010 年 《教育规划纲要》 颁布后的
5 年里，职业教育共培养了 5000 万名中
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每年开展各类培训达
到 2 亿人次，我国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
劳动力逐年提高。职业院校不仅为学生解
决了就业，更为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在
很多时候，去买首饰，提供珠宝鉴定的师
傅来自职业院校；去全聚德吃饭，片鸭的
师傅来自职业院校；配眼镜，验光师傅来
自职业院校；去理发，剪头发的师傅也是
在职业院校学的手艺。可以说，百姓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有职校毕业生的身影。

职业教育问题关系亿万劳动力就业，
影响亿万百姓日常生活，既是教育问题，
更是重大民生问题和经济问题。但当前职
业教育的地位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
可，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没有解
决。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一技之
长、不唯学历凭能力”、“行行出状元”的
浓厚氛围，让更多的人了解职教、接受职
教，才能够真正为年轻人打开成功成才的
大门，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职 教 改 变 你 我 他
本报记者 佘 颖

“轰隆隆，轰隆隆”，走进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学
校，从一栋楼里隐约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循声而去，
推门而入，这里别有洞天，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工厂车
间。十多台机器分组排列，而负责操作这些机器的
则是些稚气未脱的孩子。

来自当雄县的朗杰多吉正将一块长木条推入机
器，等待机器将木条分割成自己需要的尺寸。在学
校学习三个月了，朗杰多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就可
以亲手打造一件藏式家具。学会制作藏式家具是他
的梦想，也是家里人送他来上职业学校的目的。

“藏式家具是藏族文化的体现，能够成为出色的
藏式家具制作者也是在传承和保护藏文化。”朗杰多
吉说，“技术好的木匠收入高，而且现在都是现代化
的机器了，没有以前费力，所以家人希望我学习家具
制作专业。我自己也喜欢雕刻绘画什么的，加上这
些还能提升我做的家具的附加值，所以我很乐意学
习这个专业。以后不愁就业问题，自己也可以当老
板创业。”

像他一样，跟着朱华吉老师学习家具制作的学
生一共有 80 名。在车间一旁辟出的展示区内，摆放
着他们已经做好的一些成品，有藏柜、藏床等。

“这些学生都很努力，他们都知道，只要学好技
术，拥有一技之长就不愁就业。”朱华吉说，木工市场
需求量大，就业前景非常好，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看中
了这一点，学习该专业的学生不断增加。

除了开设家具制作专业，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还根据拉萨城市发展的需求，开设了物业
管理、保安、导游、藏药制作、烹饪等 30个专业。

在另一栋楼二楼宽阔的餐厅里，一个个身穿白
色厨师服、戴着厨师帽的小厨师们正在每人一块砧
板、一把菜刀地练习切土豆。

“学好技术才好找工作啊。以后我想先去找个
饭店工作学习一下，然后自己开饭馆。”来自拉萨市
曲水县的白玛央宗说。

据介绍，学校虽然在 2013 年 9 月才组建，但目
前已招收到 2600 多名学生。学校坚持“学文化、学
技能、转观念、接地气、找市场、早就业”的办学理念，
探索了一条“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校里有厂、厂里有
校、项目拉动”的办学模式，学生们的就业都不用愁。

据了解，拉萨市把职业教育作为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和劳动就业的主要途径，建立了比较灵活、企业
深度参与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初步构建起
了农、科、教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今年，拉
萨市还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做好职业技能培训
和中职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力促中职毕业生就业
创业，争取就业率达到 75%以上。

5 月 10 日，来自 6 所贵州省的省属技
工院校和贵阳市的 11 所市属技工院校举
行招生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展示技工教育
成果，为初、高中毕业生及家长提供技工
院校升学信息，指导学生报考技工院校。

在贵州电子信息技师学院的展台前，
由该校学生制作的零部件、电动汽车模
型，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一台小型
3D打印机更是让咨询的人围了起来。

“毕业后能不能获得技工资格？”“实
习基地在哪儿？”来自贵阳红阳公司的工
程师姜川，得知有技工院校的展示活动，
专程前来咨询。

“现在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很大，

特别是高水平的技工，不管是工资待遇还
是社会地位，都不错。”姜川告诉 《经济
日报》 记者，他能感受到企业对技工的迫
切需求，“读技校、做技工，是不错的人
生选择。”

贵州电子信息技师学院招生办负责人
刘鸿艳告诉《经济日报》记者，随着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技工教育、技工群体
的认识不断提高，技工越来越得到社会的
尊重，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选择到技校就读。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目前技工院
校大多与企业联合办学，实行订单式培
养，“教师变师傅，学生变学徒”，让学生
在生产一线学习技术，掌握一技之长，提

高就业本领。
多所技工院校的现场负责人告诉 《经

济日报》 记者：“现在的技工不是好找工
作，而是相当好找工作。”据贵州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该省技工院校毕
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7%以上，部分
骨干院校的就业率更是高达 100%。

而技工院校的学生对技工教育的认同
感也越来越强。

来自黔东南镇远县的杨骅，现在是贵
阳铁路工程学校铁路工程专业二年级学
生。在校期间，杨骅得以参观多个铁路工
地，也结识了不少校友。“看着一座座桥
梁、一条条铁路，通过他们的努力而建设

起来，自豪感油然而生。”
“选择技工院校给了我一次实现人生

价值的机会。有了过硬的技术就不愁未
来。我相信只要个人努力，不管做什么，
人生一样能出彩。”虽然离毕业还有一年
多时间，但杨骅对自己的未来信心满满。

在贵州这个西部欠发达省分，技工教
育在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推动劳动力转移
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贵州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负责招生集中宣传活动的石
孝军告诉 《经济日报》 记者，该省技工院
校超过七成的学生来自农村，通过技工培
训，农村青年实现就业，进而可以带动一
个家庭实现脱贫。

近年来，贵州省技工教育取得长足发
展，已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新兴产业大
军转移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该省正常
招生的技工院校共达 53 所，在校生人数
超过 7 万，是 2011 年的两倍。此外，该
省近两年还依托技工院校开展高技能人才
培训约 5万人。

手持焊把，身披焊花，弧光闪烁，焊花
飞溅⋯⋯5 月 10 日傍晚，夕阳西下，在渤
船重工有限公司船体分段焊接施工现场，
张强专心工作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算上一年的顶岗实习，今年 23 岁的张
强在电焊工岗位上已工作了近两年。虽然
年龄不大，工作时间也短，但在班组里却是
个技术骨干。提及自己能很快进入工作状
态，在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张强说这得益
于他在校学习时顶岗实习的经验。

毕业于辽宁锦西工业学校的张强，毕
业前一年就开始在他现在工作的车间进行
顶岗实习。“通过实习，我在校学习的焊接
知识得以实践，实训时学到的焊接技术得

以提升，主要的是在顶岗实习一年时间里，
我对工作的企业、工作的岗位有了全面了
解，今年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后，工作起来熟
悉情况，一点都不吃力。”

“顶岗实习让学生事先进入工作岗位，
了解岗位工作性质，让学生有了感观认识
后，更有亲身的岗位体验，同时缩短了企业
对新员工岗前培训的时间，减少了培训成
本，是职业学校和企业双赢的办学模式。”
企业负责人对于锦西工业学校“两年在校
学习、实训，最后一年的进企业顶岗实习”
的教学模式颇为赞许。

锦西工业学校是葫芦岛市教育局直属
的一所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刘

贺伟认为，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坚持就业
导向，只有满足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企业
需求，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
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
现代职业教育，才能为社会输送适合产业
发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才能为社会和企
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基于这样的认识，锦西工业学校以市
场为导向，适时调整专业、拓展专业，充分
发挥实训基地作用。学校领导经常深入企
业调研，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合理调整专业
设置，并实行订单协议招生，直接为就业服
务，从而形成了为企业培养金蓝领、将实训
场变成准企业、学生技能与岗位无缝对接

的办学特色。
“明年毕业的学生，还没有进入顶岗实

习阶段，一些企业现在就开始到学校来‘抢
人才’了。”刘贺伟介绍，近年来，学校先后
与辽河油田等 30 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
定的就业供求合作关系，毕业生就业率始
终保持在 98%以上。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单单是教育问
题，还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的重要一环，更事关制造
业的核心竞争力、装备的市场竞争力。”葫
芦岛市教育局高成职科科长李维成说，目
前葫芦岛市有中等职业学校 11 所，在校学
生 10746 人，教职工 1042 人，其中研究生
学历 38 人，“双师型”教师 203 人；开设专
业 36 个。近三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就业率达到 90%以上。去年，全市职业技
术学校有 327 人升入本科，打通了从中职、
专科到本科的上升通道。目前，在葫芦岛
已形成了“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
力”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加快发展，不仅为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提供了高素质技能人才，也

为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提供了服务——

过 硬 技 术 成 就 出 彩 人 生
本报记者 吴秉泽

将 实 训 场 变 成“ 准 企 业 ”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袁慧玲

有一技之长
就不愁就业

本报记者 代 玲

近年来，“就业难”与“招

工难”相伴而行，持续多年的

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我国职

业教育水平相较经济发展明

显滞后。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从规

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市场

对中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需求

持续增加，大量“高级蓝领”、

“金领工人”岗位空缺。一些

企业靠老师傅支撑关键技术

岗位，人才青黄不接，难以为

继；许多高水平的设计成果，

因制造环节乏力而丧失竞争

力；行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

级进程频遭工人技术水平

“天花板”；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热潮亦缺乏高素质人才支

撑⋯⋯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

紧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一大

瓶颈。

“ 中 国 制 造 2025”战 略

规划发布在即，迫切需要数

以亿计的高素质职业人才贡

献力量。观察国际经验，无

论是德国通过“工业 4.0”计

划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先声

夺人，还是美国在国际金融

危机后提出“重振制造业”，

无不以大量高级技术技能型

人才为支撑。

我 国 每 年 有 1000 万 左

右的职业院校学生毕业，规

模不小，但职业教育体系尚

存许多问题。例如教育模式

陈旧、功能定位不清；大量社

会机构在初级技术层次徘

徊，职业院校活力被陈旧体制机制束缚；职业教

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通道不畅，学生流动、深造

受限；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两层皮”，不接地气

等。解决这些问题，一靠重视，二靠改革。加大

政府投入，充分调动社会、企业多方参与；破除

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赋予职业院校更多

自主权；专业设置具有前瞻性，既培养当前急需

的人才，亦着眼长远人力资源储备；使职业教育

充分与市场对接，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等。总之，应坚持以提高质量、促

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改革创新、产教融合，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全面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力资源也需

上新台阶。要积极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

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

能的积极性，通过现代职业教育上层次，提高中

国制造和服务的水平，以更大“人才红利”，为经

济发展实现“双中高”提供源源不竭的力量。

创造更大

﹃
人才红利

﹄

栾笑语

图① 北京交通运输学院实训

现场，学生练习装配。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图②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豪迈集团高级技工王钦峰（左

三）指导学生操作车床。

徐连伟摄（新华社发）

图③ 北京交通运输学院教师

指导学生修复汽车损伤。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图④ 在贵阳市举行的技工院

校招生集中宣传活动中，群众参观

学生实训作品。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