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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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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往预热好的杯装模具中加入调

好的面糊，在油锅里加热1分钟后再

放入菜馅，并用面糊封盖，然后再将

整个模具泡入油中继续炸……当记

者见到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

村民郑芝仙时，她正站在自己的小吃

摊位前熟练地做着油炸馃，“今天上

午我就赚了一百多元，这比以前做小

工一天挣的还多”。

郑芝仙是一名农村妇女，因为没

有一技之长，以前只能在家附近找些

杂活干，“又累，挣的钱还少”。今年

5月，56岁的她参加了衢州中等专业

学校举办的乡村未来社区小吃产业

培训班，不仅学会了油炸馃、臭豆腐

等多种衢州特色风味小吃的制作手

法，还取得了相应的结业证书。“有了

这门手艺，我不用出门打工，在家门

口摆摊就能挣到钱。”郑芝仙告诉记

者，现在，每年来余东村参观的游客

越来越多，仅国庆期间，她就通过摆

摊挣了近5000元，这在以前是无法

想象的。

“实现共同富裕，职教大有可

为。”衢州中专党委书记余雨生直言，

在当今的大环境下，我国低收入群体

的主体是农民，促进共同富裕的重

点、难点也是农民。为此，长期以来，

该校始终致力于组织开展高素质农

民培训和农民实用技能培训，2008年

至今，已举办农民培训班130多期，共

培训农民9000多人，培训近两万多

人次，在衢州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

高素质农民培育、乡村振兴等方面取

得了明显成效。

打造“衢州月嫂”金名片
“我现在正在柯城区陪产妇坐月

子，这两天又有人向我预约明年上半

年的档期，可惜接不了，因为早就被人

预订了。”见到记者，刘梅青立马打开

了话匣子。这位2013年在衢州中专

接受专业家政培训的优秀学员，现在

做月嫂的工资每月已经超过了两万

元，即便价格如此之高，仍十分抢手。

然而，刚从农村老家进城打工

时，因为不懂技术，刘梅青的月收入

只有2000多元。那时，在衢州，像她

这样的农村妇女还有很多。“农村女

性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在就业中存在

诸多问题。组织开展家政培训，既能

帮助她们提升就业能力，拓宽就业渠

道，又能有效且快速地帮助农民增收

致富。”衢州中专党委委员姚新科告

诉记者，多年来，该校面向农村妇女，

先后组织开设了43期中、高级家政培

训班，共培育家政从业人员3700多

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助力衢州打造“衢州月嫂”金名片。

记者了解到，衢州中专开设的家

政培训班一般持续一到两周的时

间。为了办出实效，该校始终坚持在

课程和教学等方面狠下功夫。学校

培训处主任杨建华介绍，根据家政从

业人员的岗位需求和学员的实际情

况，该校着力开发了针对性、实用性

强的课程，除了月子餐制作、孕产妇

护理等基本课程，还开设老年人护

理、小儿推拿、急救护理等拓展课。

“在培训中，学校还会突出培养

学员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应用能

力，让学员边学边练。”杨建华直言，

为了满足学员的家政实训需求，学校

先后投入400多万元建设家政实训基

地，专门用于家政服务人员的培训教

学，“培训结束后，学员们还必须统一

参加育婴师职业技能等级考试，获取

相关资质，然后凭证上岗”。

此外，衢州中专还为学员量身

定做，编写了培训教材《家政服务与

管理》，并先后与多所学校开展联合

培养，通过共同制订培训计划，共享

培训资源，共同开拓就业平台，不断

提升“衢州月嫂”品牌的影响力和辐

射力。

培养高素质农民
欣赏村民绘制的农民画，品尝他

们制作的各类乡土美食，入住当地人

开设的农家乐、精品民宿……今年国

庆，余东村成了当地乡村游打卡的新

热点，7天的时间，慕名前来的游客就

超过了8万人次。

“乡村旅游能搞起来，少不了全

体村民的共同努力。”沟溪乡副乡长

雷磊直言，建设未来乡村，就是要将

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村民，而要实现

这一目标，就必须培养一支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

民队伍，发挥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

的主体作用。

为此，近年来，衢州中专充分发

挥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大力开展农家

乐经营、民宿管理、特色小吃产业等

乡村建设专题培训，为当地农村建

设、乡村振兴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

撑。据了解，近3年来，该校共组织

相关培训班 50 多期，培训人数近

2000人。

早在2013年，开化县齐溪镇余家

村村民余广群就在村里开了第一家

农家乐，然而由于缺乏规范化管理，

他的生意一直没有起色。2018年，余

广群报名参加了衢州中专举办的精

品民宿、农家乐重点村品质提升培训

班，通过专业的培训，他的经营管理

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目前，我的农

家乐已经走上了正轨，日常管理规范

了，服务水平也跟上了游客们的需

求。”余广群告诉记者，如今，不仅散

客喜欢在他家吃住，很多旅游团也与

他达成了定点合作。尝到了甜头，现

在，余广群每年都会主动报名参加各

类培训，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还要注

重提升培训的精准性、实用性，要让

培训内容更好地满足农民需求，让农

民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能鼓腰包。”姚

新科表示，下一步，衢州中专还将继

续探索实施“一村一案”培训模式，积

极组织专业师资根据各村的发展需

要和实际情况制订培训计划，推动农

民培训下乡进村，切实地帮助更多的

农民长本事、增收入。

□本报记者 江 晨
通讯员 王琼蕾

“哈喽，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

好！好久不见啊，今天小孙给大家带

来的是一款我们龙门著名的特产—油

面筋！大家看……”日前，在杭州市富

阳区职业教育中心的旅游专业课上，

2018级学生孙嘉韦正对着手机屏幕

流利地介绍着富阳的特色美食。在课

堂上直播带货，是她此前从未有过的

学习体验。

新学期以来，这样的上课模式在

富阳职教中心已是常态。得益于富

阳区推动数字赋能的行动引领，学校

也迈入了数字化发展快车道：“数智

校园”端口、VR实训、云直播……丰

富的数字智能进入校园，创造出实实

在在的新气象。“几年前，学校的课堂

教学与日常办公管理都运用传统的

‘纸质’模式，数字化建设单一，缺乏

统一的架构与规划。今年下半年开

始，学校大力推进了数字化改革。”富

阳职教中心副校长陈建荣说。

“现在我们各个专业基本上都在

构建数字化实训模式。比如在酒店管

理‘智慧教室’，企业师傅通过观看校

内实训视频即可完成在线答疑、示范；

服装专业的学生可以穿上设计的服装

在直播平台中讲述自己的设计理念；

计算机实操软件还能实现系统自动评

分和大数据分析，筛选学生错误率较

高的问题。”学校科研处主任张凤凤介

绍，数字化推进以来，除了选课，学校

还将新媒体、VR技术、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融入专业技能教学。“数字＋”

课程体系也实现了零距离对接产业升

级，帮助学生提前适应工作岗位需求，

了解专业发展。

运用数字技术的思路也被用在

了校园管理上。学校以“校园智慧

大脑”为核心，利用“数智校园”“数

智云桌面”“数智教学软件”三大平

台，统一管理师资、教学资源，采集

和分析学生学习数据，助力精准教

学。学校还创建了“学生自我管理

模式”“私人定制教学模式”“交互式

实训模式”“混合式教研模式”“一键

管理模式”五大创新模式，形成一套

高效协同办公、校企双线共育、助力

学生成长的全方位数字化校园管理

流程。目前，学校已有 460 个办公

接入点实现桌面云管理，300 多名

教师可以多点移动办公，实现了

3700多名在校生就餐就寝、选课实

习等数据的有效记录。

“我们希望加快建设以大数据为

支撑的教育教学集成管理平台，提高

学校效能和管理水平，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

能。”陈建荣看到，“数智校园”端口已

慢慢渗透进校园管理的全过程，学校

师生的日常考勤、申报记录等都可以

一键获取；学生一卡通的功能也在逐

步增加，通过内部新增的数字档案，学

生可以查看自己的生活记录、违纪扣

分等情况，实现自主管理。

跟随数字化的脚步，现在富阳职

教中心又有了新想法：开发“课堂大

脑”程序，对学生作业、教师教学的效

果进行分析。“这个想法源于之前的一

个关于数字技能培育的课题。虽然比

较难，但它是我们下一步的努力方

向。”校长孙良杰表示，学校将积极探

索以大数据为支撑的教育教学改革，

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让农民成为共同富裕的参与者、受益者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开展农民技能培训侧记

富阳职教中心迈入数字化发展快车道

□熊丙奇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

出，要加快建立“ 职教高考 ”制

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筹，

确保公平公正。《意见》发布后，

立刻引起舆论关注，甚至有人称

之为“中国的二次‘高考改革’”。

事实上，我国早已推出技能型

高考，但其关注度远不如普通高

考，而2019年新增的职教本科——

职业技术大学也被部分学生和

家长认为是比普通本科低一层

次的本科。因此，要提高“职教

高考”的吸引力，巩固职业教育

的类型教育定位，有必要推进更

多本科院校通过“职教高考”招

生，并坚持职业教育定位，提高

职业教育的质量、吸引力，由此

给学生多元成才选择，缓解家长

的焦虑，为当下的“双减”创造良

好的环境。

2014 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高职院校

分类考试，深化高考考试内容改

革。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

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评价方式。但是，由

于技能型高考只是针对高职院

校招生，因此，技能型高考受关

注度不高，也没有充分起到高考

分流的作用。

“职教高考”，顾名思义，应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

的高考。那么，哪些院校属于举行职业教育的高

校？这对推进“职教高考”至关重要。根据最新《意

见》精神，通过“职教高考”招生的院校将包括高职院

校、职业本科院校及部分应用本科院校。《意见》也提

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

专业大致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

学校吸引更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当然，这些院校

也可通过普通高考招生。

在笔者看来，职教本科、部分应用本科院校通过

“职教高考”招生，可提高“职教高考”吸引力，这意味

着更多中职学生可通过职教高考进入本科院校，拓

宽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选择。但这还不够，从社会对

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与学校的办学看，除了职教本科、

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外，我国大部分地方本科院校

都应该举办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这些院校和

专业也是可以通过“职教高考”招生的。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无疑会更快地建立起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平

等发展且互相融通的教育发展局面。学生进中职学

技能，也将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随着“职教高考”的推

进，中职、高职以学历为导向办学，可能会导致偏离

职业教育定位。这一趋势在职业院校的具体办学

中已经出现，如有的中职学校追求升本率，出现中

职“普高化”。

要避免这一问题，首先应该进一步清理轻视

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的教育管理与人才评价政

策，提高技能人才的工资待遇与社会地位。比

如，取消对初中、高中学校的升学率评价。其次，

应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职业院校要以就

业为导向办学，就必须拥有灵活的自主设置专业

及课程、改革教材、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空间。

再次，需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对职业教育

办学投入不足，也将导致部分职业院校办学低质

化。因此，《意见》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

举办职业教育，则是希望利用上市公司、行业龙

头企业的资源，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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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高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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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洋洋）10月
18日上午，首届绍兴东西部协作仪陇

班正式开班。“这批孩子交给你们了！”

经过20个小时的车程，四川省仪陇县

职业高级中学工会主席张元文将44

名学生亲自送到绍兴，他握着绍兴市

职业教育中心校长盛锡红的手，激动

地说。接下来的3年，这些品学兼优

的四川学生将一直在绍兴学习、生活，

毕业后将定向进入绍兴重点产业企业

工作。

据了解，学生来自仪陇县职业

高级中学高三，涉及计算机、旅游、

数控和电子4个专业。“为此，学校专

门为他们配备了一正一副两名班主

任，采取‘走班学习’的模式，让他们

与同专业的绍兴学生一起上课，以

达到共同进步。”盛锡红表示，为提

高学生们在专业技能学习方面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学校不仅会全力帮

助他们考证考级，还会鼓励他们参

加学校竞赛队选拔，为他们搭建展

示技能技艺的舞台。

据悉，仪陇班的学制是3年，前一年半在校上课学

习，后一年半由校企共同培养，学生将前往合作企业进

行跟岗、顶岗实习。与首届仪陇班合作的企业还将与

学校共同制订学生培养方案，并定期派工程师和技师

进校参与教学、组织实践课和培训活动。此外，绍兴市

职教中心还为仪陇班学生免除了学费等各类费用，合

作企业也会每学期给予学生生活补助和交通补贴，学

生毕业后若与合作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协议还将获得额

外补贴。

在刚刚落幕的“上海建工杯”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结构设计竞赛上，湖州职业技术学院
参赛团队以仅仅 168克的模型自重，承受住了 65公斤的荷载，成为全场加载重量最高的作
品，荣摘桂冠。据了解，该学院是浙江省唯一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学校，也是全国唯一获
此殊荣的高职院校。图为竞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甄 晶 摄）

“职教高质量发展 助力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系列报道③

日前，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幸福金湖捕鱼
节”火热举行。该校师生、校友围聚校内金湖
畔，一同拉网收鱼，共捕获花鲢、白鲢 2500多
千克。这些鱼经学校食堂烹制后供师生校友免
费品尝。

（本报通讯员 李月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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