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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毕业季，对于“订单

班”的学生来说，毕业即上岗，无须

再为找工作而烦恼。近年来，安庆市

以职业教育改革为抓手，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创新“订单班”人才

培养模式，为地方产业发展精准输送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安庆晚报》6月6日）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
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对高素质技
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与此同
时，职业教育却陷入“企业难招工、
学生难就业”的两难窘境。归根结
底，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
在“错位”：企业要“能干事”的，学校
教“懂知识”的；市场变化快，教育调
整慢；产业转型提速，课程内容滞
后。破解这些结构性矛盾，需要职
教供给侧改革“走在前”，而“订单
式”培养正是突破口。

所谓“订单式”，不是简单的“企
业下单、学校培养”，而是打通学校
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壁垒”，构建利
益协同、标准互认、资源共享的育人
新格局。过去我们讲“教为所用”，
今天更要“教在所需”，让人才培养
像产业链条一样“按需定制”“柔性
生产”，最终实现企业、学生、学校各
方受益的多赢局面。

“订单式”培养让职业教育“接
上地气”。以产业为线、岗位为纲、
技能为本，不但能够实现专业设置
与产业发展“无缝对接”，还能把企
业的生产标准、技术流程和创新案
例带入课堂，使教学内容“活”起来、

“新”起来，学生的实操能力、适岗能
力自然水涨船高。可以说，这是一
场“把教室搬进车间”的深层改革。

此外，“订单式”培养倒逼职业

院校办学机制优化升级。过去，部
分职校专业“一设多年不动”，教师
教学“一本教材讲到底”，企业实践

“隔岸观火”，培养方式跟不上现代
企业用人需求。“订单班”则要求教
师主动走进企业，校企联合开发课
程、共建基地，甚至在教材、评价、管
理等方面形成“共治机制”。

更重要的是，“订单式”培养打开
了“技能跃升”的上升通道。技能人
才并不等于“只能干活”，更应是“能
干、会思、善创”的复合型人才。因
此，“订单式”培养不能局限于中职、
高职阶段的初级训练，应延伸至学历
提升、技能晋级的全过程。比如探索

“中职+高职”“技工+本科”“专技融
通”等多元路径，让学生从“能进厂”
走向“能上岗”“能管理”，实现从“蓝
领”向“白领”“金领”的跃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关键期，产
业新赛道催生大量新岗位新需求。
这些岗位，大多需要既有操作能力
又有技术理解、既懂设备又懂流程
的人才。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只靠
传统课堂灌输、统一课程培训来培
养技能人才，而要有更多“订单式”
乃至“定制化”的探索，以“小班制”
撬动“大转型”。

当然，推动“订单式”培养走深
走实，还需破解几个难题。一是企

业真参与，不把“订单班”当作“招工
手段”，而是作为人才储备战略来谋
划；二是教育真改革，学校要跳出

“学历导向”，建立以能力为核心的
课程体系；三是制度真协同，政府部
门、行业组织等需形成多方联动的
职业教育生态，提供配套政策、资源
支持和评价体系保障。

一句话，技能人才的培养，不是
“一根针挑一匹布”，而是“一根线穿
一串珠”。“订单式”只是起点，背后
考验的是教育与产业之间如何形成
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是职业教育
如何完成从“供给驱动”向“需求牵
引”的根本转变。技能人才培养需
要更多“订单式”创新，把握住“订单
式”创新这个突破口，我们就有可能
真正构建起一条从学校走向岗位、
从课堂走向产业、从学生走向工匠
的技能人才成长路径，让技能成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技能人才培养需更多“订单式”创新
孙维国

如何有效破解企业“用工难”与
毕业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我
市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
共同体，实施高职“订单班”培训模
式，实现了主导产业学科专业全覆
盖，为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庆经
验”。接下来，需要进一步巩固成
果、创新方法，推进高职“订单班”教
育走深走实，使之叫座又叫好。

叫座率高不高，当然要看学生
学习期间和毕业上岗后的待遇。为
此，在签订订单协议时，需要明确薪
资待遇、岗位晋升等关键条款。条件
好的企业也可为订单班学生提供带
薪实习、毕业后直接转正等福利，甚
至设立专项奖学金，减轻学生经济负

担，让学生安心学习、放心就业。
此外，还要精准构建“精准定

位、个性发展”的培养机制。通过入
学前的职业能力测评与兴趣分析，
为学生匹配最适合的企业与岗位方
向。例如，对动手能力强且对智能
硬件感兴趣的学生，可推荐至智能
制造类订单班；对沟通能力突出的
学生，优先安排至现代服务类订单
班。这种个性化培养模式，是提高
叫座率的“强磁场”。

高职“订单班”好不好，当然由
用人企业“说了算”。要想让企业来
叫好，必须着力构建“按需育才、无
缝对接”的人才供给体系，建立“工
学交替、双向赋能”的培养模式。企
业需深度参与订单班的顶层设计，

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始，将岗位
技能标准、企业文化理念、行业前沿
技术融入课程体系，并通过“师傅带
徒弟”的方式，安排技术骨干与学生
结对，在真实生产场景中传授经验、
提高技能，从而实现学生一出校门
就能用，一进车间就顶用。企业从
被动接收人才转变为主动定制人
才，会大幅降低人才培养成本与适
应周期。

以叫座为根基，让高职订单班
成为学生与企业的双向奔赴；以叫好
为追求，使其化作产教融合的品质典
范。当每个订单班都能实现“需求精
准对接、成长全程护航”，必将持续释
放职业教育的澎湃动能，为安庆经
济社会发展输送更多栋梁之材。

“订单班”叫座又叫好贵在精准
艾才国

我市从破解“有活没人干”
“有人没活干”的问题入手，通
过“订单班”“定向班”等人才
培养模式，紧密对接产业发展需
求，为毕业生就业和企业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实现了从课堂到岗
位的无缝衔接。这种精准对接产
业需求的教育模式，有效化解企
业“用工难”与毕业生“就业
难”的结构性矛盾，为企业输送
了急需的技能人才。

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
如今，技能在人力资源市场中的

“话语权”与日俱增，职校毕业
生成为就业市场“香饽饽”，持
有“学历证书+职业技能证书”
的复合型人才愈发受到用人单位
的欢迎。

将职业教育融入城市产业
发 展 ， 是 时 之 所 需 、 势 之 所
趋。我市的“订单班”培养企
业急需人才 7300 余人，实现主
导产业学科专业全覆盖，破解
了结构性矛盾，增强了职业院
校发展的韧性，也为我市产业
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有 力 的 人 才 支 持 。 这 更 加 表
明，让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更
要大有作为。

为此，职业院校要不断创新
技能人才培养方式。通过推进职
普融通，构建起订单、定向、培
训等多元化培养体系。在坚持目
标导向的同时，按照问题导向破
解难题，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
力，形成生源、培养与就业良性
互动的局面。

同时，政府部门牵头，积极
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
方式，打造一体化技能人才供应
链，促进人才链、产业链与教育
链深度融合，形成“产业出题、
校企共答、人才出效”的良性循
环，为地方产业赋能，使职业教
育更具吸引力、竞争力，有更大
的作为。

现今，职业教育“订单班”
的毕业生成为就业市场的“香饽
饽”，说明我市产业升级、经济
结构调整日益加快，迫切需要源
源不断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供
给。这也给更多年轻人带来启
示：要把拥有一技之长视为打开
就业创业大门的金钥匙。

通过职教或技能培训，在不
断学习中持续为自己充电蓄能，
提升职业技能，方能在竞争激烈
的职场中赢得主动、赢得先机、
赢得优势。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更要大有作为

潘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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