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师型”教师
比例达到85.98%，
塑造涌现了一批专业
名师、技能大师。

全市目前有5所高
职院校、45所中职学校，
建成省级以上产教融合
项目48个，每年为社会
输送近5万名毕业生。

近三年全市投入
职业教育105亿元，
启动23所中职学校、
高职院校、技工院校
迁（改扩）建，建成10
个现代化专业群。

率全省之先启动
“校企汇”智治应用平台
建设，推动职校接入产
业链、融入产业圈。

统筹优化专业（群）
建设和指导专业设置动
态调整，在7个县（市、
区）做优做强鞋服设计、
智能电气等专业（群），
新增专业65 个。

累计建成省中
职品牌、优势特色专
业22个，高职市级
优势特色专业群15
个，高技能人才培养
试点专业33个。

率全省之先
创新职业学校社
会培训服务激励
机制，每年完成
社会培训超 20
万人次。

在龙湾和海经区
布点建成7所中职、
高职和应用型本科新
校区，在瓯江口和温
州湾培育智慧康养等
新兴专业。

打通学生学
业晋升渠道，目前
有中高职一体化
试点37个、中本
一体化试点4个。

专任教师中本科
以 上 学 历 占 比
89.6%、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占比8.33%；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教
师占比25.12%。

2020年，高规格
出台《推进职业教育
与民营经济融合发
展 助力“活力温台”
建设实施方案》，细化
24个重点改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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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温州职业教育如何高质量发展？

市教育局权威解读这份《实施方案》

答：近年来，我市围绕节能型社会建设，促进技能人才成长，
实施“百万人才聚温州”和“新时代瓯越工匠培育工程”，取得了显
著成效。截至2022年底，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61.2万人。

在技能人才平台建设上，我市推进技工教育提质增量和温
州技师学院扩容工程，现有技工院校7所，技工类在校生规模近
8000人。同时依托院校和企业建有市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公共
实训基地28家，国家级、省级、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179个。

同时我市不断完善构建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全市现有
1人获中华技能大奖、7人获技能类国务院特殊津贴人才、
18人获全国技术能手和“钱江技能大奖”等。

今年，温州被列为全省打造“浙派工匠”金名片构建技能
型社会的试点城市。市人社局将着眼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促
进技术工人增技增收改革，同步改革技能人才评价工程，塑
造产业工匠品牌，开展技能竞赛人才选拔，优化职业培训，紧
贴紧缺人才和地方品牌建设，加强补贴服务产业力度。

本报记者 金叶 通讯员 陈华明 吴含荃 钱正明 夏雯雯

今年3月，我市发布《温州市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以下简称《方案》），高规
格出台二十条高含金量措施，吹响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冲锋号。

在4月21日市教育局召开的“温州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从《方案》的
目标任务、主要措施、特色亮点等全方位解读，重点聚焦职业
教育全链条中的堵点、痛点和难点，谋划我市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举措，为温州“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建设“千年
商港 幸福温州”打造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蓄水池”、培养地
方生力军。

不仅如此，在职业教育愈发受关注和重视的当下，我市
职业教育将目光落在每一个人身上，以“人人出彩”为目标，
通过纵向贯通、职普融通、育训结合等方式，不断拓宽学生的
成才路，让他们就业有能力、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成功
有榜样，享受更出彩的人生。

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坚持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坚持面向产业、促进就
业，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方案》明确
了我市职业教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目
标定位。

《方案》提出，利用三年时间，高品质
锻造 5000名“双师型”教师，高标准完成

20万名在校生、90万人次社会人员培养
培训任务，力争高职院校毕业生留温率达
60%以上。到 2025年，全市 45所职业学
校办学条件全面达标。

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赋
能温州经济发展，《方案》强调，我市将重
点争创五项“国字号”品牌——温州职业

技术学院成功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
“东西南北中”分布式办学模式成为全国
典范；政校行企协同共建的“一县一产业
学院”成为全国特色；“中高职一体化”创
新模式成为全国样板；“数字职教”成为全
国金名片；力争创成国家产教融合型城
市。

如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每
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方案》提出，构建
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为将中职、高职、本科的升学成才通
道打通，我市将深化“中高职一体化”人才
培养改革，推动中职学校与本科院校开展

“3+4”人才培养，争取“3+2+2”中高本贯通
人才培养省级试点。到 2025年，计划建
成“中高职一体化”教育共同体 30个以
上，全市5所高职院校“中高职一体化”本

地招生比例均达40%以上。
同时，推动普职教育横向融通，试点

两种类型教育学校间学生互转、课程互
通、学分互认等制度，在中小学开展劳动
和职业启蒙教育，计划每年组织中小学开
展职业启蒙教育300场以上。

在优化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上，《方案》明
确，我市将加大力度裁撤“老旧”“重复”专业，
推动专业建设紧密匹配产业需求，使开设的
专业有利于学生就业和职业生涯发展。

职业学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直接
决定着学生的技能水平，为此，我市积极
探索专业教师评聘制度改革，对紧缺专业
领军型人才可采取专业技能测试等考核
方式，同时可按不超过专业教师总数30%
的比例聘任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师。
在提升教师技能水平上，温州加快实施

“千企万岗”计划，遴选骨干教师分批次、
成建制出国研修访学，多措并举推进“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与企
业的深度参与，才能让学生练就真本事、
硬功夫。《方案》鼓励政校行企共建一批市
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我
市将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认定办
法”，重磅推出“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
合式激励，对通过认定的产教融合型企
业，当地财政将一次性给予 5万元、20万
元、50万元补助。

政校行企四位一体、中高职一体的
“一县一产业学院”建设同步推进，支持学
校和行业企业“订单式”培养人才，创新培
养模式，同时支持高职院校和行业企业共
建一批协同创新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到
2025年，“一县一产业学院”成为全国特
色，完成 200个以上“订单班”，新建 15个
以上市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扎根本土特色，利用温州“侨乡”优

势，我市将深化共建“姊妹校”等中外合作
办学实践，包括中-意、中-德职业教育园
建设，推进巴西、智利、南非等“丝路学院”
项目等，同时支持开展中职国际“3+2”“3+
4”和高职国际“专升本”“专升硕”试点。
到2025年，力争每年培养100名左右国际
职业硕本专科生，建成“丝路学院”5个以
上，中-意职业教育园成为省职业教育新
标杆。

答：学校将专业群布局与温州产业规划相结合，实现与“5+
5+N”产业精准对接。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专业群诊断改进
机制，持续更新专业设置，近年来，新增了新能源汽车等专业。

与此同时，学校立足我市中小微企业众多的现状，构建
依托行业协会的产教融合机制，打造校行企利益共同体，与
有关单位共同牵头发起成立温州市网络经济促进会、温州
市知识产权协会等 6个行业协会。依托行业协会，与知名
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协同创新实践平台，政校行企共同参与
产业学院治理，形成多方同向同行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

此外，学校深耕创新创业教育，坚持多元协同推进“双
创”教育，政校行企共建“学校+园区+城市”融合体，荣获国家
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在内的多项国家级创新创业品
牌。共建共享“双创”教育资源体系，形成“研训创融通”协同
育人模式，实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答：随着中职教育定位的明确，学生升学的需求不断提
升，学校拓宽多元化的成长渠道，形成了中本一体化、中高
职一体化、单独考试等全方位的升学形式。近年来，学生升
学的通道不断拓宽，个别优秀毕业生还考入浙江大学、云南
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宁波大学等一流本科高校。

除升学有通道外，学校还对接本地产业布局，建立专业
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与地方产业高度匹配的四大专业集群，
且通过深化“校中厂、校中室、校中院、厂中校”产教融合模
式，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在注重技能提升的同时，学校通过“数智”赋能中心、服
装产业学院、E网直播等“双创”平台，以项目实施为载体，
不断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近两年来，学校师生共同
研发了 100多项专利，如建成全国眼镜行业首个“黑灯工
厂”，为瓯海眼镜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专业布局与产业规划深度融合

开拓多元化学生成才路径

4月21日，市教育局召开“温州推动现代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现场，市教育局、市人
社局、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
校、温州技师学院相关负责人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
产教融合、多元化成才路径等方面答记者问。

温州职业教育发展新闻发布会
答记者问摘要

答：学校将探索实践“1+N”市域联合办学模式，紧密对
接地方主导产业发展需求。主动服务温州“5+5+N”核心产
业，迭代升级传统产业专业群，及时发展数字催生新兴专
业，全面建立起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相匹配、与社会充分就
业相适应，集“专项技能培训、综合能力实训、企业顶岗实
习、创新创业实践”四位一体的技能人才培养“温州模式”。

同时学校将多渠道探索技工教育“与区域产业共生、与
民营经济互动、与行业企业共赢”的发展路径，突出产教融
合、工学一体，进一步拓展“政、校、园、企”合作空间，打造具
有温州区域特色的“厂中校、校中厂”协同育人模式新样板。

以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浙江省示范性职工培
训基地为载体，学校进一步构建完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同时以职业技能竞赛为突破口，推进世赛集训基地落户温
州，全方位服务温州“塑造技能温州新生态”十大攻坚行动。

问：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鲜明特征，也是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请问工贸学院在产教融合方面有什
么特色和经验？

问：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制度首次明确：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省中职高水平学
校，瓯海职专为学生提供了哪些成才路径？

问：我们关注到市里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方案中，提出到2025年，温州技师学院力争创成全国优质
技工院校，请问在这方面学校有什么打算？

助力打造技工教育“新高地”

问：温州目前正在打造技能型社会，全市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大会提出要让我市技能人才吃香，请问人社部门在
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等政策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

多措并举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

深化“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
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教体系

锻造5000名“双师型”教师
全市职业学校办学全面达标

聚焦“目标”

政校行企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
探索中外合作办学实践

聚焦“创新”

聚焦“路径”

一、从“达标、培优、高地”三个层
面推进中职学校建设。加快全市45
所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升级，深化
国家“双高计划”和省“双高”学校及专
业的建设。

二、抓好中职“双师型教师、班主
任、校长”三支队伍建设。深化“三全
育人”改革，扎实推进校风学风建设十
大行动任务。建设一批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支持扩面提质、迭代升级教师技
能大赛，“双师型”教师占比达90%以
上。成立职业教育专项发展基金。

三、不断完善“升学、就业、创业”
多元成才路径。积极推动市内外高
职、应用型本科院校与中职学校加强
3+2、3+4贯通培养，支持学生出国留
学，鼓励学生回温就业创业。挖掘树
立一批技能人才创业创新的典型，升
级拓展“能工巧匠进校园”职业启蒙活
动，推进职教学子学历、能力“双提
升”。真正让“学在职校、前途广阔”成
为社会广泛共识。

温州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未来规划

制图/昊霖

温职院数智实训大楼温职院数智实训大楼。。

2023年市学生职业技能大赛。

问：温州作为职教高地国家试点，近年来职业教育发展
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答：有五个变化最为明显：一是政策供给越来越好。我
市高规格出台“活力温台”建设实施方案、“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创
新社会服务激励机制、产教融合型企业培育认定办法，为温
州职业教育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是学校专业布局越来越优，围绕环大罗山科创走廊，
重点打造市区职教圈、以乐清为核心的北部职教圈、以瑞安
为核心的南部职教圈，形成“市区一体、南北两翼”发展格局。

三是教育质量越来越高，全面加强学生文化素质与专业
技能培养，让中职学生升学有优势、就业有能力、发展有通道。

四是办学路径越来越宽，产教融合、校企一体办学体制
有了新的突破，形成多元办学格局，学校与企业的空间距离
不断拉近，人才培养更精准、更有保障。

五是职教吸引力越来越大。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政策与
资金支持，推进职普毕业生同等待遇，厚植职业教育发展

“土壤”，形成促进技术技能型人才成长、成才的良好生态环
境，不断提升职业教育知名度与美誉度。

温州职业教育发展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