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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这门儿手艺是去年在县人社局
到村里举办的果树修剪培训班上学到
的。在家门口免费学了这门儿手艺后，
去 年 俺 承 包 了 全 村 300 亩 核 桃 树 的 修
剪，一年下来就赚了五六万元哩。”1 月
7 日，在河北涉县偏城镇寺子岩村核桃
园区内，村民刘福平一边修剪核桃树一
边对记者说。

今年 26 岁的刘福平，因家庭贫困没
上完初中就被迫辍学，为养家糊口，他
到处打零工维持生计，几年下来，他做
过饭店伙计、到山西挖过煤，因为没有
一技之长，辗转多地，生活始终不能安
定。得知他的情况后，涉县劳动部门第
一时间到他家中走访慰问，了解到村里
还有很多和他一样，没有技术、想致富
的贫困村民。为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涉
县专门组织农技专家到村里举办了农技
课堂，并结合农村实际开设了果树管
理、蔬菜种植、特色养殖等课程，让村

民自主选择培训内容。
自 打 刘 福 平 报 了 果 树 管 理 培 训 班

后，他除了在课堂上学习，课下还勤于
请教农技专家，最终获得了职业技能资
格证书。为了脱贫致富，他承包了村里
10 多亩果园，每天除了忙活自家果园的
事，他还义务帮乡亲们修剪果树，如今
已经成了十里八乡小有名气的“土专
家”。

河北涉县是著名的抗战革命老区，
为了让这里的群众尽快富裕起来，当地
政府部门大力开展“因需授渔”，“就是
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山
区贫困家庭尽快脱贫致富。”涉县人社局
局长马彦海说。

涉县是全山区县，总人口 42 万，农
村富余劳动力达 10 万余人，加之山高路
远，居住分散，大部分人还生活在乡
下、住在山里，最偏远的山村离县城有
上百里路程，而培训学校都开办在县

城，大多数想参加培训的农村劳动力只
能“望校兴叹”。为此，涉县一改过去在
校内开班、等人上门培训的状况，积极
开展送培训下乡进村活动，把教学点设
在村村寨寨、宾馆厂房，让农民朋友足
不出户就能享受免费的技能培训，学到
果树木修剪、中式烹调、电工安全操
作、服装加工、礼仪接待、家禽家畜饲
养、电脑基础知识等各种技能。

结合农村留守妇女实际，涉县探索
出了“企业牵头市场+学校培训技能+农
民动手挣钱”的培训模式，让农村妇女
在不离家、不出村的情况下实现就地就
业。涉县积极到浙江义乌、山东梁山、
河北保定等多地多家企业考察学习，同
外地企业对接，以纸巾盒、女士手包、
挎包、儿童玩具等市场需求量大，不受
场地、季节限制，易于操作的手工制品
为加工对象，让妇女在家里“上班”。

“以前家里全靠老公在外挣钱，现在俺在

家做工，每月除了正常开销，还能剩
500 多元钱呢。”固新镇固新村的崔文梅
高兴地说。

为提升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涉县
还在县城成立了人力劳务派遣中心，在
全县 17 个乡镇成立了劳动保障事务站，
各村设立了劳动就业工作联系点，明确
一名劳务输出协管员或信息员，建起了
劳动力资源库，根据用工单位的需求，
有针对性地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展计算
机、电工、电焊等技术培训。并积极走
出去开辟劳务输出基地，与上海沪东造
船集团、山西天星煤化公司、青岛雪驰
集团等 80 多家职业介绍机构、60 多家知
名企业建立了劳务协作关系。

“涉县输送来的工人不仅业务精通，
而且上班守纪律，懂得团队合作，我们
集团就需要这样有职业心的年轻人。”青
岛雪驰集团人事部负责人张晨晓说。因
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涉县在搞好理论学
习和技能培训的同时，更加注重培养学
员的职业道德，把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社会公德作为培训学习的必讲内
容，贯穿于整个培训过程。

截至目前，涉县已免费培训共 120
期，3.5 万人取得了初级职业技能资格证
书，顺利实现了就业创业；与县内外 140
多家用人单位达成了 3 万人次的劳务派
遣协议。

技能培训浇开老区致富之“花”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冯晓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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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访 中 原 看 职 教
—— 河南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职业教育调查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截至 2014 年底，河南全省共有职业
院校 962所，在校生 210万人，基本实现
了高中阶段职普比大体相当的目标，高
职、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保持在 90%
和 96%以上。

捋顺机制——

职教不再边缘化

投资 8 亿元，规划 1156 亩用地，建
设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的公共实训基地，
是河南信阳市平桥区近年来发展当地职
业教育建设的“大手笔”。

走进位于实训基地的河南省信阳航
空服务学校，航空售票教室、机票预订
教室、机场售票处一应俱全，校园里一
架专门用来培训航空人员的波音 737－
800 型模拟飞机赫然停立在校园的现代
化机场上。

在名片上，河南省信阳航空服务学
校校长刘品生把自己标榜为一名“校企
合作者”。信阳呼叫产业园区 CEO、河南
省中华职业教育社就业培训中心主任、
平桥区职教局副局长⋯⋯名片背后的一
组身份，囊括了职业教育最重要的 3 个
主体：政府、学校、企业。

“以职教局为纽带，以实训基地为载
体，政府、企业、学校拧成了一股绳。”
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区委书记王继军介
绍说，“过去，平桥教育部门有 100 多
人，负责职业教育的只有 4 人；人社部
门也有 100 多人，负责就业工作的只有 6
人。口头上表现得对职业教育都很重
视，但是在体制上却把职业教育边缘化
了”。

为了彻底解决管理体制“两张皮”
的现象，2011 年 10 月，信阳市成立了
全国首家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局，整合
教育、人社、民政近 10 个部门的培训、
就业、金融服务等职能，设立编制 36
人，让职业培训散、乱、差的局面成为
历史。

“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政、企、

校、生四者共生，满足了各自不同需求
才能生存。没有政府支持，职业教育做
不大；没有市场机制，职业教育办不
活。”刘品生说，最初设计校园时，学校
就充分考虑到校企合作的理念。“校园中
间是教学楼，周边都是车间，一个车间
对接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对应一个专
业”。

有了实训基地提供教学条件，信阳
航空服务学校创新的“三明治教学法”
深受好评：学生在课堂学习知识的同
时，可以立刻运用到真实的工作环境；
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又可以马上带回课
堂，由老师分析指导，实现教学过程和
生产过程的完全结合。以该校和携程网
共建的信阳呼叫中心为例，学生入学即
可签订就业协议，前两年在呼叫专业学
习，第 3 年在呼叫中心实习，毕业就可
以直接就业。

“培训和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过
去，学校不知道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学
生；企业也不知道学校要培训什么样的
人才。新局就是一个枢纽，实现了学校
和企业的衔接，增加职业教育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王继军说。

校企合作——

必须找到盈利点

在王继军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校
企合作是关键。但在实践中，传统的校
企合作模式往往对企业吸引力不大。

“企业不积极，主要是因为与学校合
作找不到盈利点。”郑州亚柏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海峰认为，仅靠学校提
供教学场地，企业负责培训的低层次合
作模式还不够。在培训过程中，人力成
本、材料成本都加到企业身上。而随着
企业规模扩大，学校提供的场地反而成
了桎梏。

针对校企合作中企业面临的现实困
境，河南从探索实施多元体制办职教入
手，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兴办职业

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
业院校，先后支持 110 余所职业院校开
展公办民助、民办公助、股份制形式等
多元化办学改革试点。

这其中，河南机电职业学院便是股
份制办学成功的“尝鲜者”。从引厂入
校，到校企共建，再到送教入厂；从单
独办学，到合作办学，再到集团办学
⋯⋯学校经过摸索，逐渐形成了“三式
一型”的办学模式，即“建工厂式学
院、办产业式专业、开发技术式课程、
培养应用型人才”。

河 南 机 电 职 业 学 院 院 长 张 震 回 忆
到，几年前一谈校企合作，学校的热脸
老是贴了企业的冷屁股。如今，企业的
态度却 180 度大转弯，不仅争着跟学校
合作，还不断加大投入建设，与学校融
合发展。

“现在，学校不仅拥有无人机车间，
而且还把宝马 4S 店开到了校园里，学生
可以方便地到企业实训基地实习。尤其
是面临转型发展的企业，对校企合作的
需求更加迫切。”张震说。

为何企业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关键
在人才。

记者来到郑州亚柏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与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合建的无人机车
间，由于刚刚建成不久，车间里还弥漫
着一股油漆味。在这里，企业派出有丰
富实践经验的技术工程师授课，让学生
能够得到系统而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能力。

“从事无人机领域工作的人比较少，
为了获得人才，公司要花费时间、金钱
来培养。而现在，在生产过程中就培养
了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大大缩短了入
职后的培养时间。企业也可以利用学校
的科研资源为公司无人机的研发提供助
力。”陈海峰说。

“我们的职业教育之所以遇冷，重要
的原因是没有办出特色，质量和吸引力
不够，如果质量上去了，宣传跟上了，
职业教育自然会热起来。”河南省教育厅
副厅长尹洪斌说。

产业对接——

提升职教吸引力

实训的教学方式，增加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生产车
间，大一新生李帅奇正半弯着腰，用标
尺测量着，眼神停在刻度上一动不动。
按要求，测量零件尺寸的误差不得高于
0.1厘米，但他能达到 0.05的误差。

“不能把职业学校的学生当差生看
待，他们只是不太适应应试教育，其实
很多人动手能力都很强。”在王继军眼
中，职教生同样优秀。

郑州轨道交通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
2010 年才创办的中职院校。仅 5 年，该
校已拥有在校生 15000 余人。2015 年，
学校招生再创新高，达到 8000 余人，学
生就业率保持在 95%以上。

“就业畅，招生才旺。”该校校长于
存涛分析说，学校以市场需求和就业为
导向，投资数千万元购进一整列地铁实
车系统，建成了包括自动售票机、安检
仪、入站闸机等设备在内的地铁、高铁
仿真实训站台，涵盖了轨道交通业 70%
以上工种的初、中级岗位。

职 业 学 校 学 生 的 选 择 正 在 趋 于 理
性。在郑州铁路局工作的职教生朱渠轩
对记者说：“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我找
到了自己成才的通道，机械工程师这份
职业让我找到了归属感。”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 5 年来，校企合
作正成为职业院校增长内生动力的突破
口。据统计，自 2008 年以来，河南省职业
院校累计培养毕业生 500 多万人，开展职
业培训 2400 多万人次，这些技能型人才
已成为产业大军的主要来源，职业教育服
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

“过去是铺摊子、打基础。现在是上
台阶、上质量。未来，河南将着力构建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中职、高职，包括本
科、硕士、博士教育，构建出一个应用型高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尹洪斌说。

培训和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

面。在职业教育普遍面临“上热

下不热”“校热企不热”的情况下，

职业院校在校生超过全国 1/8 的

河南省在加大投入、体制创新、

校企合作等方面锐意开拓，以市

场需求和就业为导向，走出了一

条职教发展的“河南道路”，让职

业教育逐渐形成了对促进就业、

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有力

推动。

△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智能工厂，学生正在操控机器

人作业。 本报记者 韩秉志摄

▽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的

职教生在车间进行实训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