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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日下午，家住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的15岁女孩张佳慧，就会收拾好
画具和课本，坐车到嘉善求学。

今年9月，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嘉
善技师学院（筹）新校区迎来了首批
1600 多名新生，其中包括 200 多名来自
苏州市吴江区的学生，张佳慧就是其中
之一。张佳慧从小爱画画，可老家的中
高职院校没有工业美术类专业，得益于
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改革，她才跨省
圆梦。在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嘉善技
师学院（筹）读完中职后，她还可升入与
学校合作的高职院校——嘉兴职业技术
学院继续就读。

2020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启动职业
教育跨省域招生录取工作。5 年来，在
示范区执委会统筹协调下，组成示范区
的上海青浦区、江苏吴江区、浙江嘉善县
三地，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壁垒，采用“籍
随人走，学分互认，毕业互通”的一体化
管理模式，跨省招录初中毕业生，探索长
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改革路径。

职业教育为啥要跨省招生？跨省读
中高职学校，学生有哪些收获？职业教育
一体化发展，产教又该怎样融合？日前，
记者前往示范区探寻答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探索职教一体化

跨省读职校 习得技艺强
本报记者 顾雨婷 通讯员 俞海彬 周崇旸

航空材料有哪些？飞机结构是怎
么样的？修飞机的工作好找吗？在来
到上海工商信息学校学习飞机机电设
备维修专业前，来自嘉善的王奥斌对
自己的跨省求学之旅，既期待又忐忑。

今年是王奥斌入学的第二年。一
年间，他不仅学习了《航空材料》《航空
电子技术》《飞机结构与系统》等课程，
也从一个技术小白，逐渐成长为飞机
机电设备维修专业生，对自己未来就
业有了更明确的规划。“留在上海或回
嘉兴，到机场当一名飞机维修员。”王
奥斌说，上海有浦东、虹桥两大机场，
嘉兴市目前也在建设机场，他了解到
自己的专业就业率在 90％以上，学习
的信心更足了。

“一直以来，我们三地都有具备各
自特色的专业学科，我们拿出来跨区
域招生的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就
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特色优势专业。”上

海工商信息学校对外协作发展处主任
宋怡说。

5 年来，结合历年招生情况及产
业发展趋势等，示范区三地都拿出了
当地着力打造的优势专业来招生。吴
江纺织产业优势突出，就拿出了服装
设计与工艺、纺织机电技术、丝绸技术
等专业；青浦依托上海虹桥、浦东两大
机场以及洋山港等空港优势，拿出了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飞机电子设备维
修、国际商务等专业；嘉善以千年古镇
西塘闻名，旅游业发达，近年来光通信
产业等现代制造业发展迅猛，拿出了
旅游服务与管理、机电技术应用等专
业。目前，示范区三地各自推出的优
势专业已有25个。

“来到吴江读书，才知道吴江的纺
织制造业这么强。”2021 年，嘉善姑
娘陆苗来到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
学校，学习现代纺织技术专业。

陆苗坦言，自己选择纺织专业，
是受到了舅舅的影响。多年前，她的
舅舅在嘉善办纺织厂，后来把纺织企
业搬到了苏州。苏州丝绸中等专业
学校坐落于吴江区盛泽镇——一个
拥有恒力集团和盛虹集团两家世界
500 强、2500 多家纺织企业的重镇。
这两年，国潮兴起，陆苗加入了学校
里的缂丝社团，还自学起了缂丝非遗
技艺。谈起未来，她希望能在吴江开
一间个人布艺面料工作室，成为一名
专业设计师。

以前，由于教育资源局限于本
地，三地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地方技能
教育与产业需求不够匹配的情况。
比如，吴江电梯企业很多，但吴江的
中高职学校缺乏机电类专业，好的机
电工人并不好找，而嘉善的学校机电
技术专业很强。又比如上海市青浦
区职业学校是上海百所重点职校之

一，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等
专业优势突出，却面临当地生源不足
等难题。

随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三地教育资源得以整合、优化。三
地在专业设置上各有侧重，也让学校
实现资源的精准投放、人才的错位培
养。以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校为例，
学校把旅游服务与管理、会计等专业
列为着力打造的优势特色专业；对青
浦、吴江学校拥有优势的物流服务与
管理、现代农艺技术、家政服务与管理
等专业，则予以弱化调整。

“各地应加强沟通，集中力量各展
所长，在专业设置上避免重复浪费。”
江苏省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
蒋建锋认为，职业教育一体化推进，让
三地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资源融通
共享，示范区里，一个各有所长的“教
育生态圈”正逐步形成。

专业整合优化 25个优势专业错位发展

“本来天天教学生，没想到这回，我
也当了学生。”今年7月，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组织长三角职业院校赴上海企业
开展为期一个半月的实践。在嘉善县
中等专业学校·嘉善技师学院（筹）任教
的黄正结，受邀来到上海的一家网络服
务企业当“学生”。与他同行的，还有16
名来自上海各地中职学校的老师。

为银行、学校等单位布设网络，学
习运用新款网络设备，了解最新行业
动态⋯⋯在实践期间，黄正结拜企业
工程师杜鑫为师，每天跟着杜鑫学
习。这次实践结束后，黄正结要回到
学校教授一门新专业——网络信息安
全。“新专业里有一门新课叫《密码
学》，我想结合市场应用的现状讲课。”
黄正结说，他提前整理了十多个问题，
逮到空隙就找杜鑫请教。

市场上的商用密码产品，哪些最
热门？哪些数据加密技术理论适合中

职学生学习？实际使用中，哪些场景
要用到网络安全技术⋯⋯面对好学的
黄正结，杜鑫认真制作 PPT，逐一解
答。实践结束，黄正结的手机相册里
多出了 200 多张 PPT 照片，他回校后
据此制作了更有针对性的课程教案。

示范区生源跨省流动，师生“跨
界”交流的机会也更多了。2020 年
起，示范区三地参与中高职贯通联合
跨省培养的中高职学校，建立联席会
商制度，定期开展交流研学，促进校际
间的深度合作与经验共享。5 年来，
三地每年举办职教活动周，开展职教
论坛、技能大赛、校园开放日等系列活
动，三地师生交流达3000人次。

“酒店前台”“中餐厅”“西餐咖啡
厅”“客房”⋯⋯走进嘉善信息技术工
程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实训基
地，2000平方米的空间里可谓移步换
景。今年 7 月，示范区职业学校技能

大赛酒店服务与导游服务赛在这里举
行，18 名中职学校旅游专业的选手同
台竞技。“嘉善的实训基地体验感太强
了，练习职业技能就像在酒店里。”江
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刘佳怡
说，希望明年还能再来。

交流多了，能找到的共同点也多
了。“三地中高职学校有些专业，如旅
游、工业机器人、汽修等，可以统一教
学标准。”示范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
说。眼下，三地正探索先在中职学校
内制定统一的专业技能课程教学标
准，配套开发特色教材。首批教材涉
及旅游管理、园林园艺、工业机器人技
术、汽车运用与维修 4 个三地学校都
开设的专业，计划于明年逐步在示范
区三地推广。

师生“跨界”交流，也带动了三地
优质教育资源流动。如何更好地利用
这些资源？浙江正在探索运用数字化

技术打造产教融合智慧云平台。
2021年，浙江杭钢职业教育集团

有限公司携手之江实验室联合打造示
范区产教融合智慧云平台。该平台计
划邀请示范区三地中高职学校及相关
企业入驻，学校可在平台上传共享视
频教学课程，涵盖计算机应用技术、会
计事务、商务英语等 88 个专业；企业
则可在平台上发布招聘岗位信息，拓
宽揽才渠道。

目前，该平台尚在测试验证阶段，
已上线智慧培训、媒体资源、实习实
训、求职招聘等六大核心功能模块，引
入用户 20 余万，入驻数十家院校、企
业，发布就业岗位信息50余万条。

“我们希望通过深度融合相关业
态资源，协同解决政、企、校痛点问题，
赋能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浙江杭
钢职业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洪
雪涛说。

三地密切交流 3000师生参与深度合作三地密切交流 3000师生参与深度合作

提交毕业设计开题报告，写脚本、练
习茶艺，学习视频拍摄与剪辑⋯⋯就读
于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吴江姑娘倪
佳诚，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她正准备毕
业设计，打算拍摄一个以中国茶艺故事
为主题的短视频。

20 岁的倪佳诚，是示范区中首批享
受职业教育一体化政策红利的学生之
一。2020年，她被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
校录取，学习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在完
成了 3 年中职课业后，2023 年通过毕业
考核，顺利进入高职院校，继续深造两
年。“明年就要毕业了。”倪佳诚笑着说，
眼下她还每天浏览网上的实习招聘信
息，打算入职旅行社从事导游工作。

说起倪佳诚，嘉善信息技术工程学
校校办主任陈佳媛至今印象深刻。“她适
应力强、学习认真、专业技能突出，是个
很优秀的孩子。”陈佳媛记得，2021 年
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旅游院校服务技能

（导游服务）大赛中，倪佳诚不仅拿下了
大赛三等奖，还在“鸡尾酒调制”项目中
获得一等奖。

可就是这么优秀的孩子，却差点没
读上心仪的专业。2020年，倪佳诚中考
没考好，老家吴江有旅游相关专业的中
职院校，但招生名额全满。“如果留在本
地读中职学校，只能选一个我不喜欢的
专业了。”倪佳诚说，就在当年，示范区
启动职业教育跨省域招生录取工作，她
才有了在“隔壁”读中高职学校的机会。

在此之前，还没有跨省就读中高职
学校的政策落地。改革破局，示范区先
行。示范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青
浦、吴江、嘉善三地互相接壤，一方面异
地就读有交通便利的优势；另一方面，发
展职业教育一体化，也能改善三地教育
资源不均衡、缺乏联动和互通、学校专业
重复设置和专业空白等现象。以吴江为
例，截至 2023 年末常住人口 150 余万，
人口基数大，今年吴江的初中毕业生约
有 1.3 万人。对比嘉善，2024 年嘉善的
初中毕业生人数仅 5000 余人。嘉善中
高职学校开设的工业美术类专业，吴江
没有；青浦中高职学校开设的飞机修理
专业，吴江、嘉善也没有⋯⋯

2020 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职业教育一体化平台建设方
案》发布。根据该方案，青浦、吴江、嘉善
三地教育部门各指定辖区内的部分中职
学校，遴选优势专业，与各自合作的高职
院校开展联合招生，在确定各专业招生
人数后，定向面向异地初中毕业生制定
跨省招生计划。招生时，三地教育部门
会统筹参考各地的中考分数线，针对异
地生源划定异地招生的分数线。

“除了统一招生宣传、统一录取，我
们重点实现了跨省域中高职学校的贯通
就读。”示范区执委会相关负责人说，各
地中职学校都有对口合作的高职学校，
比如一名初中毕业生，被异地中职学校
录取了，顺利完成课业，毕业考核合格，
就能进入该中职院校对口的高职学校继
续深造，一次性取得中职、高职双重学历
证书。

5 年来，青浦、吴江、嘉善的 7 所中
职、12 所高职学校参与了示范区中高职
贯通联合跨省培养，推出中高职一体化
专业，如计算机应用技术、会计事务、旅
游服务与管理、商务英语等专业共计 88
个，提供跨省招生名额1000余个。

就在隔壁上学
千余人考进心仪学校
就在隔壁上学
千余人考进心仪学校

专家观点

诸萍

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实现我国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
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对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进行了积极探
索，在全国率先开展跨省域中职统一招
生、跨省域中高职贯通和职业教育跨区
域数字化管理，不仅有力促进了区域内
职业教育资源的互济与共享，也有效缓
解了职业教育的同质竞争问题。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
产业，当前实践中，跨省域的校企合作相
对偏少、专业设置与产业布局对接不紧
密、职业教育的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尚
未建立等难点堵点仍然存在。

推进职业教育和城市发展同频共
振，不是一厢情愿的“拉郎配”，专业和实
训是增强产教融合吸引力的关键之一。
比如，创新体制机制，以各地的产业需求
为导向，共建实体化实训平台，让跨区域
的校企能共同开发新的课程教学内容、
实训实习项目、技术研发成果；同时完善
职业教育协同联盟，加快构建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项目合
作、利益共享的长
效运行机制。

（作者系浙江
红船干部学院公共
管 理 教 研 室 副 主
任、副教授）

推进职业教育和
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青浦、吴江、嘉善三地联合编写的《工业
机器人工作站的装配与调试》教材。

嘉善籍学生王奥斌在上海工商信息学校学习飞机机电设备
维修。

苏州丝绸中等专业学校实训室里，就读现代纺织技术专
业的嘉善籍学生陆苗展示作品。 本报记者 顾雨婷 摄

吴江籍学生张佳慧在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嘉善技
师学院（筹）上绘画课。

① 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嘉善技师学院
（筹）机电技术应用专业学生在上课。

② 江苏省吴江中等专业学校机器人专业
学生上实践课。

③ 上海工商信息学校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专业的学生上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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