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初，青海省与浙江、广
东、山东、湖南等六个发达省份
一起，因职教改革成效明显被国
办通报奖励。集高原地区、民族
地区、西部地区于一身的青海缘
何在职业教育中异军突起？

“青海省职业教育现通过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已经进入创
优提质的新阶段。”青海省教育
厅厅长韩英说，过去40年来，青
海职业教育共培养了40万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能人才。

创新培养 多样成才
“底子薄、基础差、专业少、

就业低是青海职教几年前的真
实写照。”青海省教育厅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马福强从
事职业教育多年，他介绍说，
2014 年以后，随着招生考试制
度改革、集团化办学、现代学徒
制等一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青
海职业教育才有了起色。

“专业设置重复、学校布局

不合理，职业教育不是汽车维
修、就是计算机应用、顶多还有
个民族工艺和医药护理之类。”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刘
建明介绍，如今他们学院通过产
业转型升级调整专业结构，已经
建立了 26 个产教融合型专业，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的建立，也使
学院受益匪浅，新生招收连创历
史最佳。

“这两年青海通过全力推进
职普融通、中高职衔接、职业教
育与终生教育相融合，使青海特
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
立。”韩英说，目前，青海省共有
中等职业学校 38 所、高等职业
院校 8 所，在校生共计 103993
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基本覆盖
青海省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及特
色产业。2018 年，青海省中职
招生扭转下滑趋势，首次突破
30000人大关。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2016 年我们与锐捷网络
合作开设订单班——‘锐捷班’，
这是我们校企合作的重点项
目。”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信
息工程学院院长廖春生骄傲地
说，这个企业与学校合作进行专
业共建的产教融合项目，是由企
业向学校提供包括培训实践、现
代学徒制、顶岗实习、校园双创、
双师型教育团队建设在内的综
合教育服务，帮助提升应用型人
才培养能力。

“我们班最大的优势是零距
离上岗，毕业后可以直接参加工
作。”2018 锐捷班学生王文旭
说，这都得益于学院实行的双身
份、双导师、双主体的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

“双身份、既是学生、又是学
徒；双导师，既有学校老师理论
教学，又有企业师父实践指导；
企业和学校的双主体又发挥着
监督督促的作用。”廖春生介绍，

通过这一模式可以完成教学内
容和行业标准的对接，教学过程
和生产过程的对接，专业设置和
行业需求的对接。毕业的学生
也基本实现了地方离不开、行业
能认可，国际能交流的目标。

据介绍，青海省目前已经建
立了 300 多个校内外实践实训
基地，与省内外近 1300 多家企
业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
系。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分别
保持95%和90%以上。

掌握一技 切断贫困
“我上学时，就尝试着在网上

出售青海特产了。”毕业于青海省
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的藏族小伙
儿索南拉旦把自己所学的电子商
务专业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几
年，他的网店已小有名气，自己的
生活也与世代放牧为生的父辈们
有了根本的改变。而改变索南拉
旦命运的就是青海省实施职业教
育“圆梦行动计划”。

“职教一人，脱贫一家，带动
一片。”青海省教育厅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马福强介绍，
2017年，青海省启动实施“求学
圆梦计划”，选择就业前景好的
优势特色专业，单列招生计划、
免费免试入学，专门招收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子女。3年来，共完
成学历教育 2745 人，培训 2326
人，高职实施精准扶贫招生计划
2400余人。

青海还大力拓展职业教育
的培训功能。对未升学的初高
中毕业生、农牧民、退役军人、残
疾人、转岗人员、下岗失业人员
等群体开展技术技能培训，提高
他们的就业创业能力。

“我们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提高贫困人口劳动技能，让
贫困家庭的孩子掌握一技之长，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努力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青海省教育
厅副厅长荆德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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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玛加

大学生科技报讯（晓阳）5月
26日，2019年春季中国高等教育
博览会（以下简称“高博会”）在福
建省福州市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

本届“高博会”设展位数2500
余个，展出面积6万平方米，展示
产品上万件，基本覆盖了高等教
育和职业教育全领域，将是自
1992年以来展位数量、参展企业
最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发布数量
最多、预计到场观众最多和展示
产品最全面的一届高博会。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将以“讴
歌新中国70年辉煌成就、推进教
育现代化创新发展”为主题，拉开
全面回顾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高
等教育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序
幕，积极回应高等教育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关切，突
出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在教育
产品和教育服务中的应用与发
展，提高教育装备现代化水平，助
力高校智慧校园建设，促进学校
与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本届“高博会”既有代表我国
高端水平自主研发的教学科研设
备的展览展示；也有25个围绕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高等
教育现代化的系列会议、活动、论
坛，将有覆盖全国普通高校70%以
上的专业观众（教师）在福州共襄
盛举。

据了解，“高博会”是经教育
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
的高等教育领域内的高端化、专
业化、前沿性、综合性的品牌活
动。“高博会”的前身是始创于
1992年的“全国高校教学仪器设
备展示订货会”，每年举办两届
（春、秋各一次），27年来已成功举
办52届。2018年初，经教育部批
准更名为“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

目前，“高博会”已成为高等
教育领域内规模最大、历史最久、
影响力最强，集教学科研设备展
示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高端学术
活动为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性、专
业化品牌博览会。

22岁的焦镜在与聋哑儿童
的朝夕相处中获得了一个新的
称呼“焦妈妈”。

焦镜是武汉理工大学第二
十届研究生支教团三都服务队
志愿者，来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特
殊教育学校支教快一年了。

5月19日，是第二十九个全
国助残日。武汉理工大学研究
生支教团志愿者协助特校开展
了文艺演出及义卖活动。他们
精心布置了活动场地，和孩子们
一起开展马尾绣、钻石绣、藤篮
手工品、丝网花等文创手工艺品
的义卖，与孩子们一同沉浸在

“无声”水族舞蹈的欢愉中。
自 2007 年以来，武汉理工

大学每年组织一批硕士研究生
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龙里县、三都水族自治县、平
塘县等地开展扶贫接力工作，

“山里·山外”——聋哑青少年儿
童社会融入计划公益项目是支
教团助残品牌志愿服务项目之
一。

12 年来，支教团志愿者们
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精神，将汗水挥洒在西部、
用责任扎根在西部、为爱守望在
西部。

如今，助残的“接力棒”传到
了焦镜手里。

这是一项漫长且艰辛的工
作。焦镜体会深刻。初来乍到
时，她发现自学的手语“用不上
了”，如何和这群孩子交流、相处

成为了她最棘手的问题。
一切几乎从零开始，她微笑

面对每一个孩子。笑，是人与人
之间共通的语言。慢慢地，一起
上课，一起吃饭，一起做游戏，她
逐渐适应了孩子们手语表达的
语境和语言表达习惯，和孩子们
有了默契。例如“吃饭”则简化
掉“米饭”的手语表达，仅用“吃”
的手势表示即可，孩子们也渐渐
从心底接纳了她。

对焦镜来说，看似麻烦的一
切，其实都是“甜蜜”的负担。

在传承支教团品牌项目的
基础上，焦镜与队友创新个性化
服务，内外双渠道开展“山里·山
外“系列活动，促进聋哑青少年
儿童融入社会。内部通过交互
课程、成长教育和素质拓展开展
双语教学、信息技术培训课堂、

“画信”及“集体生日”等主题活
动，通过社区工作方法开展“阳
光第二课堂活动”，邀请水族文
化传承人来校教授马尾绣缝纫
知识。外部打造交流平台开展

“画中话”“山里山外教师研讨
会”等活动，并依托“理工后援
会”等爱心平台和“理工·滴滴
GO”助学金项目，累计帮扶聋
哑青少年800余人，筹集爱心善
款33750余元，爱心物资30余万
元。

今年，焦镜的支教志愿服务
工作就要接近尾声。她说，自己
很爱这些孩子，回去后将以另外
一种方式继续关注、帮助这群孩
子。

他 们 用 志 愿 青 春 叩 响 无 声 世 界
□ 刘尚君

2019年春季中国
高等教育博览会举办

5月25日，学生们在安徽省亳州学院2019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当日，安徽省亳州学院举行2019
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450多家用人单位为毕业生提供了52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学生前来应聘。 新华社 刘勤利

安徽亳州学院举行2019届毕业生就业洽谈会

武汉理工大学支教团联系社会爱心人士为特校孩子捐赠图书。
武汉理工大学支教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