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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丽水职业教育积极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

格局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全市中职校一体化办学、

具有丽水特色的山区“一县一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奋力书写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丽水篇章。

为了实现精准对接市域生态产业，丽水职业教

育一方面按照“全市一盘棋”、全市一体化办学原则，

建立了优胜劣汰、动态调整的专业设置机制；另一方

面，注重突显“一县一特”“一校一品”专业特色，形成

产教融合的丽水实践。目前，共有 5 所职业院校入

选高水平职业院校，21 个专业入选高水平专业，践

行“双高”建设引领，推动丽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乘势而上，蓄势而发。当前，丽水已经吹响建设

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的号角，作为实践者，丽

水职教正以产教融合为核心，以“双高”建设为抓手，

以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市域职教一体化发展为路

径，打造“1133”职教创新样板，强化内涵建设，为区

域经济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贡献职教力量。

丽水：贡献共富路上的职教力量

近年来，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水平职业学校建设发展，结合区域特点与校本特色，通过树
立“红色”旗帜、用好“红色”资源、构筑“红色”阵地、激发“红
色”动力，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树立“红色”旗帜，打造省级“双高”中职名校。学校坚持党
的领导，组织开展“党总支-支部-党员”三级“寻标对标提标达
标”活动，推行“班子成员带队，全员参与”的学习培训制度。同
时，以“双高”建设为契机，强化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将党建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现教育教学与师德师风的“双引领”。

用好“红色”资源，实现“大思政”全方位育人。学校坚
持立德树人，充分利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两个主渠
道，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的“大思政”教育格局。例如，利
用丽水红色旅游资源优势，挖掘“九县一区”历史景点和文
化资源中所蕴含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元素，开发红色“研学
创”一体化课程等多样化学习，全面提升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效果。

构筑“红色”阵地，建设特色“荷·和”清廉校园。学校坚
持文化自信，将具有校本特色的“荷·和”校园文化融入“清
廉学校示范校”建设，被评为第二批市直清廉学校示范校、
第二批食堂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典型样本校。学校成立清廉
学校建设领导小组，制定《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清廉教育实
施方案》，推动清廉建设与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

激发“红色”动力，创建共同富裕“山区样板”。学校依托
自身的旅游专业集群，全面助力“丽水山耕”生态农产品、“丽
水山景”乡村旅游和“丽水山居”田园民宿的品牌建设与人才
培养。同时，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示范带头作用，组建“红色
旅游”志愿服务队，为古堰画乡、缙云仙都、松阳古建民宿提
供旅游宣传推广服务，为创建共同富裕“山区样板”助力。

近年来，学校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社会服务等领域取
得的显著成绩不仅彰显了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更为新时
代职业学校的党建工作树立了学习榜样。（李立金 朱志明）

“红色引擎”
打造共富“山区样板”

近期，“2021 年浙江省市县职业教育发展考核优秀单
位”的公示名单出炉，34家考核优秀的市县单位中，云和县
以一类地区全省第一名摘得一等奖桂冠。纵观浙江省市县
职业教育发展考核，云和县已5次荣获优秀⋯⋯

佳绩的取得，是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全面推进省
“双高”建设、全面实施特色立校、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集中体现。近年来，学校以“烽火乘云”党建品牌为引领，立
足云和县域四大百亿产业，构建起了“木玩+电商、旅游、幼
教、电气”专业群，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山区特色的“双高”建设
创新培养人才之路。

打造全球木制玩具创制中心的战略目标，进一步开阔
了云和县发展的想象空间，也为学校产教融合注入了新动
能。去年 8 月，集“产、学、研、游、创”为一体的省级木玩产
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在云和职技校全面投入使用，意味着学
校探索政企校共建共育新实践又一次落地开花。目前，该
综合体已获评省职业院校实习实训基地，接待前来基地开
展木玩文化研学的人数达4000多人。

“双高”领航，学校育人成效愈加凸显。近三年来，学校学
生升学率达78.7%，高职高考上线率100%，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100%。学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一等奖1项、二等
奖2项，实现丽水市中职学生技能大赛国赛金牌零的突破。

学校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秀师资。该校木玩专业就有
一支高水平“双师型”木玩+教学创新团队，目前已培育省
级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 1 个，开发了省精品课程 2 门。近
五年来，学校教学团队获国家专利 32 项，建成省大师工作
室1个，省名师工作室2个，市技能大师工作室1个、市教师
创新教学团队2个。

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征途上，学校夯实红色铸魂
育人之基，深化内涵发展，以“双高”建设为突破口，创新产
教融合政企校共建共育新模式，培养新时代工匠，持之以恒
地为县域山区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陈伟华 范颖）

立足产业
为山区发展注入动能

当前，缙云县按下了打造高水平生
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绿色发展县域样板
的快捷键，不断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县域职业学校
人才培养“量与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作为扎根
地方的新时代职教力量，以践行新发展
理念和“两山”理论，实现共同富裕的具
体实践。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支农助农
兴农中，对接缙云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
升乡村学子的幸福指数，绘就现代版职
业教育“富春山居图”。

近年来，缙云县职业中专以“浙江省
现代学徒制试点的首发学校”为教学依
托，积极构建“校企校三元协同、课岗证全
程融合”的“校-企-校五年本土一贯制”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中职校-企业-高校”三
方共同延长中职生学习链，立足“课-岗-
证”全程融合培育高技能人才，使“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从浅层次的就业环节供需
合作中跳脱出来构建起“产教共融，校企
共生”的全程化、可持续的合作新常态。

2016年以来，学校通过“校企校三元
协同、课岗证全程融合”的“校-企-校五年
本土一贯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重构
县域中职校新时代乡土蓝领人才培养体
系。随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的深入，
学校育人成效愈加凸显。近年来，毕业生
就业率达到100%，企业对毕业生的满意度
达99%。同时，学校组织多支骨干教师团
队，赴温州永嘉、新疆新河、四川南疆等对口
帮扶地区支教，通过各类交流活动，展示了
学校创新育人模式，增强了区域影响力。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风雨中，缙云职
专人在“鼎文化”的引领下，从在一片沙荒
上办学到国家级重点职校到国家示范校
到省“双高”建设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职
业教育奇迹。未来，学校将继续以培育新
时代乡土技能人才为使命，对接产业创品
牌，励精图治育英才，成为缙云打造制造
之城、开放之城、魅力之城的动力引擎，为
全面建设绿水青山与共同富裕的新丽水
扛起更大的担当，走出一条属于缙职专人
的未来发展之路。 （叶云汉）

扎根地方
创新县域人才培养模式

扎根地方
创新县域人才培养模式

从 2015 年进入遂昌县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到2017年考入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再到2021年成为
宁波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

“逆袭”学姐许妍丽的故事激励着正在求
学的学弟学妹：“或许有人觉得职高不
好，但是我的亲身经历说明，只要自己肯
努力，都能上本科。”

近年来，遂昌职业中专成立了高考学
部、中高职学部及专业学部，为学生构建
升学、就业的“立交桥”，拓宽多元化发展道
路。其中2020年，学校升学类学生专科
上线394人，上线率99.5%，有29人考取
本科，本科上线率位居全市中职校第一。

从市青年岗位能手、市“千百万”拔尖
人才王杰德，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范丽锋，遂昌职业中专涌现了一大批人
才，他们立足岗位，成为行业精英，为社会
做出贡献，传递着奋发向上的正能量。

“迎面遇上的每一个‘意料之外’，都
会有一个‘情理之中’的答案在等我们揭
开。”遂昌职业中专校党委书记、校长彭

津涛认为，技能和学历是两块几乎同等
重要的“敲门砖”，只要付出努力，职高毕
业照样可以改写人生、成就自己。

除了因材施教培养人才之外，学校
也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机电技术
应用专业作为浙江省“双高”建设专业，多
年来以遂昌县“生态工业智能制造”项目
建设为抓手，呈强劲发展势态。同时，学
校还开展多形式人才回流活动，为遂昌

“双招双引”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遂昌
县生态工业的发展和人才新政的出台，近
两年，留遂就业人数占比逐年增加，从
2020年的84%上涨到2021年的90%。

站在未来看职教，立足当下谋发
展。作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浙江省
一级中等职业学校、浙江省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示范学校，遂昌职业中专正坚定
落实“文技并重、品学兼优”的培养目标，
服务县域三大发展主平台（生态工业、数
字科创、新型城镇化），致力打造高质量
发展的县域职业教育。

（彭津涛 刘靓 祝庆宏）

以质立校
提升县域人才质量

“非遗”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为赓续非遗传承文脉，龙泉市中等职业
学校（龙泉青瓷宝剑技师学院）以青瓷、
刀剑特色专业为发展关键，以开放融合
办学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非遗
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改革发展样本。

近年来，学校针对青瓷工艺与刀剑
工艺专业岗位紧缺人才与“非遗传承”
使命，开展了“百名大师，千名高徒”的
紧密型现代学徒人才培养，针对“三融
合”课程体系制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教学计划与实施方案，让“非遗”在新时
代焕发生机活力。

得益于龙泉制造业发展根基，学校
紧密对接产业行业发展需求，顺势建设
数控技术应用高水平专业和汽车空调
智能制造专业群，以服务区域产业，彰
显职教力量担当。

学校通过校企共建“实训+生产+
科研+展示”的“教学工厂”，数控技术
应用与汽配产业建立了“汽配企业学

院”，进一步为专业建设提质增效。另
外，每个专业还与企业及大师工作室合
作，在企业建立紧密型实践基地，为学
生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教师培养培
训和企业员工技术技能水平提升保驾
护航。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通过构建基
于特色专业智能制造学生实训平台，建
设特色专业创客空间，激发学生创新意
识，提升创新能力，探索基于智能制造
背景的龙泉“非遗”特色创新之路和智
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寻求专业发展和
人才培养新突破。

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历史经典产业
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空间，要统筹保护与
发展，兼顾传承与创新，努力使这些产
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未来，学校
将持续聚焦龙泉新兴战略产业和龙泉
特色产业人才需求，为地方经济社会高
质量绿色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
供良好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张成勇 曾国亮）

传承非遗
打开职教育才新路径

前不久，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收到了毕业生叶俊才送来的好消息
——2019 年毕业之后他就开始帮家里
打理茶叶生意，带领周边茶农共同致
富。如今，已成功转型成为茶叶主播，
带领团队线上售茶，到目前为止交易额
达近30万元⋯⋯

像叶俊才这样学以致用，助力家乡
产业升级的莘莘学子，是松阳职业中专
坚持以“服务区域经济，成就学生未来”
为己任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学校精准
对接区域“智能制造新城”“中国有机茶
乡”“全域康养胜地”三大生态产业，构
建电子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数字
技术应用+模具制造，茶业+旅游（+民
宿+康养）+文化艺术两个专业群。其中
电子技术应用和茶叶生产与加工两大
专业入选浙江省中职高水平建设专业。

同时，学校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成
长导师制”“现代学徒制”“学分制”与

“弹性学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工
学交替、能力递进”等人才培养体系，积
极开发校本教材，创建专业实践基地，
丰富德育品牌内涵，现已成功入选“省

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省中职德育品
牌建设学校”。

当前，松阳按下了“二次创业”再出
发的加速键。一方面学校完善内部治
理结构，推进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建
设，牵头建立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
另一方面，完善“政行企校”协同育人机
制，逐步形成‘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
果共享、责任共担’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学校近三年累计社会培训超过
8000 人次，成功打造了一批“电小二”

“松阳厨娘”“松阳茶师”等声名远扬的
培训品牌。

今年 1月，学校获批在此前基础上
筹建丽水农林技师学院，通过智能控制
与装备、智能设计与制造、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林和建筑工程五个系为引领，开
设 15 个与地方产业紧密结合的专业，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上新征程。吴建
伟校长表示，作为松阳技能人才培养的

“摇篮”，学校将成为松阳“二次创业”再
出发的人才高地，为促进松阳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吴建伟 曹建平 潘夏敏）

重新出发
打造松阳人才高地

发挥专业优势，多维度支持中国缙
云仙都轩辕黄帝祭典升格工作；参与设
计的轩辕黄酒、缙云黄茶分别成为祭典
酒和官方指定用茶；响应乡村振兴，普
及乡村美学，助力缙云创建中国书法之
乡，努力提升区域文化⋯⋯近年来，缙
云县工艺美术学校的师生活跃在这片
文化热土上，不断丰富着职业教育的输
出与转化成果。

当前，学校以省高水平专业建设为
契机，将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产
业链发展相衔接，通过构建“三阶四融”
课程体系、实施四级进阶教学、打造“名
师引领、五维双向”师资队伍，探索多点
多面参与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形
成了“三阶六维 矩阵共育”育人模式。

去年 3 月，学校党委书记杜卫建作
为浙江唯一职教代表参加了“做有根的
教育——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
以《尚美之路》为题，向全国推广“因材
施教”的教学模式和育人模式。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义
不容辞的使命。目前，学校以“尚美”文

化链接地方“产业链”，对接地方供需，
以服务区域项目为载体，重塑职业教育

“项目化”教学新路径，提升了师生专业
素养和专精能力，形成一系列特色课
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果丰硕。

在“办一所更受人尊重的学校，做一
位更受人尊敬的老师，教一批更受人欢迎
的学生”的办学目标引领下，学校目前已
成为浙江省中职工艺美术专业理事长学
校、浙江省文明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优秀
生源培训基地、浙江省首批艺术教育特色
学校联盟会长单位、浙江省中职学校“美
丽校园”，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省党代表李春萌，省党代表
摄影师王华平，省人大代表缙云老翁农场
主胡虹芳，中国新经典画会成员著名职业
画家蔡杰，德清洋家乐总设计师吕晓辉等
优秀学子。他们从美校走出，走向社会，
服务地方，以“尚美”文化为源泉，全方位助
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条以职业教育为途径的技能成
才之路，已然形成，这就是缙云县工艺
美术学校的“尚美”之路。 （蔡伟峰）

艺术赋能
以“尚美”助力山区发展

缙云工艺美术学校
啦啦操社团校外展示

缙云中专学校师生在第一届丽水技能大赛中获得数控铣工
项目一等奖、茶艺项目二等奖

松阳：学校篮球队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遂昌：学生在专业课教师指导下进行车削加工训练 丽水职高茶艺实训云和：学生参与木玩具制作非遗传承教学实践

龙泉：专业教师
指导学生学习青瓷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