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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针回拨，2019年10月，《攀枝花市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实施方案》出

台，旨在进一步提升现代职业教育服务

产业发展水平，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的

有机融合，建设人力资源强市，推动职

业教育优质内涵发展。

从提出政府统筹谋划、服务产业市

场导向、走特色发展之路，到明确推进

产教融合、聚焦专业建设发展等重点工

作，市域层面的布局给予攀枝花职业教

育发展以极大的信心。

日前，记者走进攀枝花市的职业院

校，看到了上下合力的成绩，活力迸发

的势头：在畅通升学通道中进行人才培

养的制度探索，在校企、校地合作中走

出服务地方发展的特色之路，在做强优

势专业中布局抢抓新赛道……近年来，

攀枝花职业教育在提质增效中走出强

力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之路。

升学通道多元优化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从2019年开始，作为攀枝花市普职

融通改革试点校，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

校与攀枝花十二中、攀枝花市经贸旅游

学校与盐边中学共建普职融通班，4年

探索中，已有不少学生在中职学籍基础

上，通过普通高中就读并参加普通高考

实现升学。

“去年普职融通班第一届41名学生

毕业，考上本科6人，其他进入专科院校。

今年6月毕业的普职融通班学生129人，

本科成功升学61人，本专科上线100%，

95%以上被公办专科学校录取。”攀枝花

市建筑工程学校校长刘万康介绍说，攀

枝花市在普职融通改革中的最初出发

点，就是满足老百姓的现实教育需求。

攀枝花市基础教育强，读普高升大

学曾是众多家长心中的执念。“读职校，

不仅仅可以学技能，同样可以考大学！”

如今，这样的声音逐渐强了起来。

观念的改变，来源于当地职教近年

来教学质量的屡创新高。

“学校全力打造职教高考品牌，为

学生搭建更优的升学平台，组建高考励

志班、普职融通班等，让许许多多孩子

找回自信，圆梦大学。”攀枝花市经贸旅

游学校校长傅梅说。

在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对人才

培养梯度的重视，体现在学校校部的机

制设置上。该校专门设立特有的“高考

教学部”，根据在校生“量身定制”，开设

土木建筑类、财经商贸类、汽车类等职

教本科冲刺班、艺体本科班、5年制大专

班、对口高考大专班等。

近年来，通过对口高考、艺术类普

通高考、五年制大专、高职单招等多种

升学模式，攀枝花市的中职院校为学生

升学创造了多元通道。

“如何把职教和普教有效衔接起

来，在教学上如何做衔接，让学生多学

习一些技能？”针对来自教学一线的诉

求，攀枝花市积极开展中小学职业体验

教育劳动教育基地试点工作。

作为试点单位，攀枝花市建筑工程

学校与攀枝花市西区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学校面向小学高段和初中学生开展

职业体验教育，其中对小学阶段师生开

展送职业体验教育到校服务。

从汽车文化体验、钳工基础技能体

验到会计基本技能体验、无人机测绘技

能体验，中小学生走进职业学校的生产

实训车间，认识钳工工种、用数字机床

制作工具……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的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职业体验教育

课程深受中小学生喜爱。丰富的体验课

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更从小建立了

学生对职业教育的具体认知。

深化校企校地合作
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以第三产业为优势专业的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积极开展校地合

作。“学校优势专业中餐烹饪，与攀枝花

盐边县有机组合，推出的盐边菜系广受

食客好评。”攀枝花经贸旅游学校中式烹

调高级讲师庞杰告诉记者，学校从店面

包装、菜品开发，到餐饮店服务质量提升

等予以地方餐饮业发展大力支持。

除此以外，记者了解到，在乡村振

兴中，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与攀枝花

市仁和区高峰村开展校地合作，深耕优

势专业，联合打造农业、烹饪、旅游服

务、文化艺术、产品营销五个基地。

比如，在作物生产技术实训基地，

学校发挥作物生产技术专业优势，科技

支撑高峰村小众水果、高寒蔬菜、菌类种

植提质增效，开展适宜果蔬新品种引进

种植试验示范，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

和技术指导。在中餐烹饪实训基地，学校

对高峰村农户开展全覆盖式厨师技能培

训，为农家乐的发展提供厨艺支持，深入

挖掘高峰饮食文化。对高峰村有意愿从

事电商行业的适龄青年，学校进行网店

开设、视频制作、直播技巧等实操技能的

培训，扩大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2023年5月16日，攀枝花市的职教

活动周在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举办，

活动中还召开了攀枝花工业职业教育

联盟年会，重新聘任了教学专业指导委

员会委员。“包括高校、企业等二十几位

委员。”刘万康说。

校企合作是学校的优良传统，早在

2013年，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就牵头

成立了攀枝花市工业职业教育联盟平

台，为学生的实习实训和就业搭建平

台。如今，联盟成员单位有175家，包括

中高职院校 36 所，企业 129 家，广泛开

展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面对职业学校如何真正为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从2018年开始，攀

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积极探索产业工人

“1+N”学历技能提升项目改革，针对攀

枝花产业园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1”是指获得一本中职毕业证书，

“N”是进行多项技能培训。学校与企业共

同制订“1+N”人才培养方案，采取送教上

门、线上教学、集中面授等方式编制弹性

教学计划，让产业工人在获得学历证书的

同时获得一到两项技能等级证书。

2020年以来，该校成为攀枝花市改

革试点单位，近三年共招收企业“1+N”

学员730余人，工学结合，学制三年。刘

万康说：“该试点工作有效地解决了产

业工人职业继续教育工学矛盾、个性化

不足、服务缺位、质效不高等问题。”

强化职教专业力量
以赛促教抢抓赛道

走进攀枝花技师学院，荣誉墙上学

生的获奖照片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照片

注明：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冠军曾

正超，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冠军宁

显海，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金

牌获得者赵脯菠……从2015 年到2019

年，连续在世界赛事上获奖，让攀枝花

技师学院成为攀枝花市职业院校中以

赛促学、以赛促教的典型代表。

周树春是攀枝花技师学院焊接技

能指导老师，培养出了上述三位焊接领

域的世界冠军，他也是中国十九冶集团

有限公司焊工高级技师、首席专家，国

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

从企业调入学校执教焊接专业，在

长期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总结中，金牌教

练周树春注重世界技能大赛培训成果

转化，使教学水平始终处于国际先进水

平，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并先后申报国

家专利、发表论文、编写培训教材等。

“通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消化、吸

收最先进的技术标准，改进国内技能培

训的方式方法，对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水平意义重大。”周树春说。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在

原攀钢冶金工业学校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公办高职院校，学院从当初为满足攀

钢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到辐射带动

川西南、滇西北职业教育，服务四川钢

铁钒钛企业的人才需求，现已成为整个

区域职业教育的拓荒者和领头羊。

学院采用订单式培养、校企一体联

合培养等多种途径和方式，培养了大量

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还充分发挥继续

教育的作用，每年针对攀钢、攀枝花市

企业开展各级各类培训4万余人次，成

为了攀钢、攀枝花市重要的人力资源开

发培训基地。

在夯实传统优势专业的同时，学院

在服务地方经济中积极开辟新赛道。不

久前，学院深入攀枝花市多家风、光、电、

氢新能源企业开展专题调研，深入用人

单位了解企业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需求，针对一线了解专业设置、教学内容

与岗位、产业发展的匹配情况。

“学校在攀枝花建设氢能源基地中

发挥职教力量，在专业建设中抢抓新能

源赛道，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把课堂

建在生产线上，努力在新赛道上探索新

航向。”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满海波说。

飞机发动机典型故障有哪些？如何

对照标准线路施工手册、飞机维护手册

等进行飞机线束基本信息查询、测量查

询、维修查询？日前，来自全国各地航空

职业技术院校的47支优秀参赛团队和

军民航空专家相聚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参加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高职组·飞机维修赛项。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专业覆

盖面最广、参赛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

大、技能水平最高的国家级职业院校技

能赛事。其中，飞机维修赛项重在对接

航空维修领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学校和

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产教融合、

科创融汇，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赛场处变不惊，彰显严慎细实作风
此次竞赛，参赛队伍由各省（市、

区）选拔，每省（市、区）不超过2支，同一

队伍的选手必须来自同一个学校。裁判

则由来自非参赛职业院校、本科院校和

民用航空企业的专家组成，以确保比赛

的公平公正。竞赛内容包括飞机铆装结

构修理、飞机标准线路施工、飞机发动

机检修及机务检查3个模块，具体考核

标准、细则，完全对照最新的民用航空

和航空行业标准。

比赛现场，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航空馆实训大厅人头攒动，7台崭新的技

艺发动机整齐地排列在赛场，格外引人

瞩目，旁边的飞机铆装结构修理、飞机标

准线路施工等竞赛模块工位也准备完

毕。随着裁判员一声令下，参赛学生全神

贯注地投入到了各自的竞赛项目中。

“虽然在飞机铆装结构修理模块中

出现了小小的失误，但整体的比赛情况

还是很顺利，我们发挥出了应有的水

平。”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选手

沈伟说。原来，在使用工具进行铆钉孔

的钻孔与锪窝时，他们出现了些许偏

差。面对突发状况，3名队员很快地从不

知所措中冷静下来，商量决定哪怕在这

一步丢分，也不影响正常进度。他们及

时调整好状态，进行下一步的考核项

目。最终这一模块的竞赛在他们预计的

110分钟内完成了。

飞机维修赛项裁判长伍建说：“失

之毫厘，差之千里。航空工作中，细微之

间也关乎生命安全，在实际工作中，出

现偏差的板材需要更换。但赛场不具备

更换条件，学生们处变不惊，果断取舍，

并在其他考核环节中稳定发挥，更彰显

了航空人严慎细实的作风。”他表示，飞

机维修赛项评分标准以国际民航领域

航空维修标准文件和我国民用航空维

修和军用航空维修相关标准为依据，评

价方式采用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

合、能力评价与职业素养评价相结合原

则，不仅检验选手技术技能，还检测团

队协作、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安全意识和

质量意识。

备赛道阻且长，收获总是大于付出
经过 3天的激烈角逐，来自成都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等5支参赛队伍获得了此次飞机维修

赛项的一等奖。同时，北京电子科技职业

学院等9所学校获得二等奖，安徽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等14所学校获得三等奖。此

外，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吴乔、李治安

等10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参加此次比赛除了收获荣誉，锤

炼技能，我更学会了坚强与团结。”西安

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选手李建良说。

近一年时间的艰苦备赛，他曾几度想要

放弃，但都在队友和老师的鼓励中坚持

了下来。他感叹：“现在，我明白了，追求

梦想虽美好但更苦涩，不过，今后面对

困难我不会胆怯、退缩！”

飞机维修人员被称作“手册员工”，

因为他们的所有操作都必须严格按照

手册、标准来进行。通过备赛、参赛的反

复训练，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参赛选

手罗胜说：“我不仅从航空‘小白’变成

维修达人，还改变了粗心大意的坏习

惯。”现在，每做一件事之前，他都会列

出详细的计划，确保不出纰漏。

“作为老师，通过比赛，我个人也对

职业教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接下来总

结经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给学生带

来更前沿的教育教学。”成都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参赛指导教师李治安说。

“通过承办技能大赛，让我们对竞

赛的技术标准和规范技术装备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赛教改革的认

识更加透彻。”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刘建超说，“这必将能助推学校的

赛教改革，助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质量的就业。”

攀枝花市

多点发力 职业教育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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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航空职业技术院校学生飞机维修技能大比武——

为飞机“问诊”以赛促学练内功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苍溪县元坝镇鲜家沟村，李万秀的

家庭农场又一次大丰收。毕业于苍溪县

职业高级中学（以下简称“苍溪职中”）、

种地几十年的李万秀，通过苍溪职中的

培训平台，不断更新种植技术，让种地

不再“看天吃饭”。

苍溪职中智慧果园内，2020级农技

专业学生樊佳馨向学弟学妹们演示幼

苗嫁接技巧。去年10月，她获得全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嫁接比赛一等

奖。今年秋季，她将免试进入成都农业

科技职业学院就读。“希望毕业后为乡

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苍溪县是川东北农业大县。为了更

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助推乡村振兴，苍

溪职中不断优化建设农艺、农旅、农联、

农机等“农”字号专业群，积极发挥职业

教育在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方面的作

用，探索实践出农村职业中学产教融

合、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苍溪模式”。

立足县情办特色专业
“它的果肉鲜艳红润，口感酸甜多

汁，每一口都能感受到它的新鲜和美

味……”

正是苍溪红心猕猴桃和雪梨大量

上市的时节，在苍溪职中的一间直播电

商实训室，贾钰月和同学李林芝搭档，

运用老师所教的直播技巧，向屏幕另一

边的观众推介着本地优质农产品。

去年，苍溪职中与电商平台合作，

开设了新媒体直播电商班，首批入学65

人。“学生实战直播，有的一个小时成交

金额几千元。”苍溪职中招生就业办负

责人白华介绍起年前直播PK赛中学生

们的表现。

“职业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地方经

济建设？这是中职学校必须不断思考探

索的命题。”苍溪职中党委书记曹仕辉

介绍，苍溪县是农业大县，苍溪职中立

足县情，大力建设农艺、农旅、农联、农

机等“农”字号专业群，积极发挥职业教

育在科技创新和人才支撑方面的作用。

该校将信息技术专业和电子专业

建成农业物联网专业，将旅游、康养专

业向农业旅游方向发展，将机械专业调

整为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业，使相应

的专业更加贴近本地实际，更好地为苍

溪现代农业服务，逐渐走出了一条特色

发展之路。

苍溪职中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专

业毕业生寇含江，研发出数十项专利用

于微型稻麦联合收割机的生产和制造，

解决了困扰地方多年的现代化采收难

题，实现了山区农业机械化收割的梦

想。

多层次培养实用人才
仲夏时节，苍溪县元坝镇的一片大

棚中，果香扑鼻，农民李万秀随手摘下

有机番茄递给记者，“保证好吃得很”。

李万秀是苍溪职中农学专业毕业生，毕

业后，一直从事有机蔬菜生产，带领400

余位农户脱贫致富。

“前不久，刚学了双断根嫁接技术，

这项新技术对温度湿度要求很高，我们

还要提升硬件。”已经种了几十年地，李

万秀依然不断通过苍溪职中的培训课

程学习新技术。“新技术哪里学得完

呢？”在持续学习的同时，她也时常担任

授课老师或农艺顾问，分享自己的经验

技术。

紧贴苍溪县“三大百亿产业”，苍溪

职中近年来大力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多

层次培养农村实用性人才，为新农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提供智力支持。该校对村

组干部、种养殖大户开展农村实用技术

系统培训培养，使其成为产业带头人；

每年组织返乡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带

领他们外出考察，学习先进管理经验。

“农村经纪人定向培养班”学员李万中

利用培训期间所学知识，带领村民走上

共同致富道路，成为了全省典范。

在搞好专项培训项目的同时，苍溪

职中积极开办“流动富民学校”“农民夜

校”和“周末学校”，全面开展涉农、非农

实用技术培训；成立“为农服务志愿队”

和“科技宣传推广队”，深入社区举办讲

座，推广新技术；通过“互联网+培训”，

将技术技能送到田间地头、企业园区。

苍溪县河地乡脱贫户邓仲银通过

苍溪职中的技术培训，逐步掌握了猕猴

桃种植技术和生猪养殖技术，现

已种植猕猴桃 3 亩，今年猕猴桃

收益9000余元；同时兴建一个小

型养猪场，去年出栏 40 余头，今

年有望出栏 70 头。未来，邓仲银

准备扩大猕猴桃种植面积、扩建

养猪场，还准备组建白山养殖专

业合作社。

产学研有机结合
2015年，苍溪县16吨猕猴桃

出口欧洲，因为检测出农药残留

标准与欧盟标准不符被全部退

回。针对此情况，苍溪职中与猕猴

桃研究所共同开展相关研究改进

工作，编写出《红阳猕猴桃栽培管

理技术》等技术图书，指导果农标

准化生产，严格执行欧盟多达

320 项的标准，扫除当地猕猴桃

产业对接国际市场的“拦路虎”。

近年来，苍溪职中深入推进

政校行企合作，促进产学研有机

结合。学校与研究所、企业等共建

苍溪猕猴桃产业发展共同体，牵

头成立苍溪猕猴桃产业发展研究

院和广元市现代农业产教联盟，

解决产业发展技术难题；共同编

撰的《优质红阳猕猴桃栽培技术》

等成为果农培训的必修教材。

苍溪梨文化博览园内，教师

邓松把课堂搬到实践教学基地，

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农学技能。

苍溪职中与苍溪梨博园合作，共

建产教融合型苍溪梨实践教学基

地，同时与梨博园共同开展苍溪

梨百年老树复壮研究，深入推进

产教融合，提升学生专业素养。

通过“田间课堂”教学模式改

革，苍溪职中对县域内企业、园

区开展调研，重新梳理产业链生

产任务，重构模块化课程体系，

实现校企所合作开发校本教材

和教学资源。学校先后与政府部

门或企业合作，共建养殖、种植等

十余个校外农业基地，建立农机

使用与维护实训基地。学生定期

到基地开展实习实作活动，教师

定期指导企业、农户生产，推广新

技术，促进了苍溪雪梨、猕猴桃、

蔬菜等特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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