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去年，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
适应性和吸引力。

近年来，莆田市通过增投入、优机制、强保
障、创品牌，全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十
三五”期间，累计投入职业教育发展资金 28.5 亿
元，新增职业教育面积 35.56 万平方米。此外，在
全省率先举行中职学校全员化职业技能竞赛，制
定中职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质量评价方案，评选出
职业教育市级学科带头人和名师名校长 31 名。
今年 3 月，2023 年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在榕召开，
莆田作为全省唯一的地市代表在会上作职业教
育典型经验介绍。

质量更优——

多维度支撑教育发展

投 资 4000 万 元 的 六 层 实 训 大 楼 ，全 省 领
先 的 设 备 设 施 ，层 均 1400 多 平 方 米 的 教 学 场
地……走进莆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新投用的实
训中心引起访客的阵阵惊叹。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为产业发展
提供优秀的技能人才，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
要匹配时代、技术发展的教研实操设备作支撑。”
莆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实训处主任陈锦珍告诉
记者，在这里，机械制造、汽车运用维修、电子信
息工程、工艺美术等不同专业都有自己的独立楼

层。理论教室的隔壁，就是实训操作室，最大程度
将技能应用一线的场景、设施还原，通过理论实
操一体化，促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应用的融合。

翻炒，颠勺，起锅……在顶楼的中餐烹饪与
食品工艺实训室内，学生们身着统一的黑色厨师
服，腰系白色围裙，有模有样地跟着大厨学习当
天的菜品制作。

“教室里的餐厨设备配置完全不输于酒店
餐厅，多家本地餐饮龙头企业派师傅过来挑选
表现出色的学生，到店实习、就业，目前优质技
能人才供不应求，办学规模也在逐步扩大。”陈
锦珍说。

在与现有校区一墙之隔的施工工地上，莆田
科技职业技术学校一期扩建工程主体结构已全
部封顶，眼下正在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阶段，预
计 9月份投用，届时将增加职业学位 1200个。

教育资源提质扩容的同时，师资队伍也在不
断强化。2020 年，由莆田职业技术学校联合莆田
海峡职业中专学校、莆田工业职业技术学校等其
他 4 所中专学校，成立莆田区域职教集团，常态
化组织共进互补的教研交流、技能比赛，教师们
通过“同题异构”的课堂展示进行交互评课，让教
师个人经验、教学成果效应最大化。

“90 后”年轻教师辛婉熙对此颇有感触。“我
是非师范学校毕业的专技教师，在对学生学习习
惯的把握、年龄特征的研究等方面比较薄弱。与
老教师结对，学习备课、授课、考试评价等教学常
规工作的要领，共同开展对教材、教法的研究分
析，促进提升，获益良多。”她说。

适应性更强——

教学与市场同频共振

1 日，在莆田职业技术学校京东校园实训中
心里，2021级电商大专班学生周友桂通过线上接
单为消费者提供物流客服服务。

实训课程结束后，周友桂会到楼下的直播中
心为当地的电器、食品企业带货。“实习工资加上
直播薪资，目前每个月收入能稳定在万元以上。
并且在去年，已经和京东达成就业协议。”周友桂
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电商专业，是学校与湄洲
湾职业技术学院联办的“3+2”大专班，中专课程
结束后，将于明年 9 月直接进入湄职院上大专，
毕业后成为京东企业员工。

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属
性。记者采访发现，不少学子都与周友桂有着相同
经历，往往人还未毕业即被用人单位“预订一空”。

“‘就业无忧’的背后，是专业设置与产业需
求的‘双向奔赴’。”据莆田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杨
俊明介绍，作为省级世界技能大赛研推基地，学
校将成为全国各领域“行家里手”的聚集地，届时
将邀请国赛行业专家、国内领军企业到校开展赛
事指导，为人才培育、竞赛交流提供重要支撑。

由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的莆田工艺
美术职业教育集团是目前莆田市唯一的省级示范
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企业、行业、社会组
织在内的 100多家成员单位，通过资源共享、合作
发展，开展人才储备、技术研发等，为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注入新动能。一年来，已开展
200 多项省级以上研究课题，构建起以院校为节
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增强职
业教育适应性。莆田市根据产业布局和发展需
要，增设智能制造等行业需要的新兴专业。目前，
全市 14 所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多以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高端产业转移，精准对接
全市 12 条重点产业链，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办学
层次不断提升。

吸引力更足——

教育链与产业链不断融通

去年起，莆田市荣兴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忠峰有了一个新身份——莆田华侨职业中专
学校校外指导老师。

林忠峰是人社部门认定的首批莆田市企业
首席技师，从业 20 余年，拥有发明专利 16 项、实
用新型专利 22 项。2022 年初，莆田侨职挂牌成立

“林忠峰技能大师工作室”，由林忠峰带队对相关
专业的实践操作、教学教研、课程方向、技能竞赛
进行指导，共建优质师资队伍。

莆田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紧邻莆田市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凭借“近水楼台”的区位优
势，已先后与园区内 30 多家企业开展“产学研”
交流，深化工学结合。

“用人企业与毕业生难以快速匹配，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初出茅庐的学生不足以满足企业生产需求，

招来之后还得针对性培养。我们在源头解决这个问
题，从教师技能、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方面入手，加
快调整提升。”莆田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长朱国粦说。

合作机制建立，校企之间也搭起了一个双向
“流动平台”：校方到企业“问需”，根据市场调研
优化专业设置，技能教师走进厂区，了解企业运
作、参与技术研发，学生下车间实习，在生产一线
练兵；企业带着“订单”进校园，指导实践教育，合
作课程开发、协同人才培养。

不仅如此，该校携手云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
司，共建“校企合作委员会”，委员会由学校、企业
双方的骨干力量共同组成，协同参与“现代学徒
制”班级的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教学
工作的实施等。该做法还入选教育部典型案例。

“现代学徒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技能培训与企
业需求相接，加快学生的职业发展速度。也使企
业获得了一批忠诚度高、认同感强，熟悉生产流
程、工艺的准员工，且毕业即能上岗。”朱国粦说。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必须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近年来，职业教育对接重点产业，
更加注重实训、推广模块化教学，广泛采用学徒
制培养，开办“订单班”“委培班”，让职教学生升
学有道、就业有门、创业有方。

“长期以来，‘无奈之选’‘低人一等’等偏见，
让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近年来，中央、省、市支
持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给我们这
些老职教人带来极大信心。”湄洲湾职业技术学
院副校长陈玉彪表示，相信不久的将来，职业教
育也会变成学生、家长的主动选择。

莆田市通过增投入莆田市通过增投入、、优机制优机制、、强保障强保障、、创品牌创品牌，，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深入实施产教融合、、校企共建校企共建，，全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打造职业教育的“莆田高地”
□本报记者 陈汉儿 通讯员 傅朝晖 吴伟锋 方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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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观察

“河两岸为居民生活区，容易产生一些漂浮
垃圾，巡河时要全面关注到河岸、河面、河道水体
及河底堆积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近日，莆
田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莆田第一中学校长蔡金清
与县区、镇街人大代表来到城区延寿溪，沐着日
光，漫步河道，展开当月的巡河工作。

蔡金清介绍，一旦发现水面有塑料瓶、杂草
等漂浮物，或者发现新增入河排污口，水质颜色、
气味异常的，均可以通过“莆田市智慧河长综合
管理平台”APP，定位、拍照、上传，全程记录实地
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再流转至有关部门、第三方

处置。
莆田是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拥有全国“最

美家乡河”木兰溪。近年来，莆田举全市之力，纵
深推进木兰溪等域内河流治理工作，为百姓打造

“水清、岸绿、景美”的休闲生活空间。各级各部门
聚力管护河湖，创新做法频现。

去年，莆田在我省率先发布《各级人大代表
监督实施河湖长制工作方案（试行）》，创新“代
表+河长”模式，以全市 300 多名各级人大代表为
主体，成立巡河护河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巡河
护河行动，对 77 条市县级河流进行常态化巡河、

问河、督河。
“‘代表+河长’模式，开启了爱水护水新时

代。”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莆田市排水中心主
任金朝晖说，三级人大代表通过参与河湖（段）长
巡河履职，聚焦入河排水口、污染源、城乡污水收
集纳管、雨污混流、河湖“四乱”等难点痛点，将走
访中收集到的建议和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反馈
至智慧河长APP，实现巡有记载、查有依据，进一
步推动河湖治理制度化、规范化。

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莆田市各级人
大代表参与巡河 10673 人次，发现问题 422 个，解

决问题 414个。
层层联动，护好一江清水。依托 APP 中搭

载 的 河 湖“ 三 图 ”（流 域 图 、污 染 源 图 、施 工
图），各 级 代 表 可 开 展 挂 图 监 督 ，实 现 巡 河 问
河“实地看、‘云’上巡、在线管”。同时，运用听
取 和 审 议 报 告 、专 题 询 问 、工 作 评 议 、满 意 度
测 评 等 展 开 监 督 ，将 相 关 结 果 纳 入 河 长 办 成
员 单 位 绩 效 考 核 、市 对 县 河 湖 长 工 作 年 度 考
核 ，开 展 河 湖 长 履 职 情 况 满 意 度 公 众 网 上 投
票，营造全民参与水环境治理的良好氛围，形
成“一网覆盖”的管护格局。

碧水安澜，白鹭翩飞，河道两岸遍植绿树花
草，环水步道上，市民慢跑、散步、休闲健身……
这是莆田市协力推进河湖长制有名有责有能有
效的喜人成果。

如今，治水合力逐步形成，生态效益开始显
现。截至 2023 年第一季度，莆田市主要流域（19
个断面）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94.7%，同比上升
14.7 个百分点；Ⅰ～Ⅱ类水质比例为 63.2%，同比
上升 13.2个百分点，水质状况优。其中，木兰溪水
系Ⅰ～Ⅲ类水质比例为 90.9%，同比上升 24.2 个
百分点。

“人大+河长”，共护河长治水长清
□本报记者 陈汉儿 实习生 徐舜贞

学生在莆田职业技术学校京东校园实训中心里线上接单。 金恒玥 摄学生在莆田职业技术学校 VR 实训室进行模拟训练。 金恒玥 摄莆田科技职业技术学校美容美体专业学生正在上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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