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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荒地，如今厂房错落有致；曾

经偏僻的片区，现在车水马龙；不到 10 年时

间，云南省曲靖市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绿色

铝精深加工等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高速发展背后，是庞大的人才需求。

探索产业工人“订单式”培养，搭建校企

合作新平台，专业设置围绕就业需求……近

年来，曲靖市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以新专业支撑新产业，发展产业工人培育基

地，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产业催生新专业

几年前，眼见工厂即将投产，生产线上

工人却还没有着落。作为曲靖隆基硅材料

有限公司时任人力资源高级经理，雷志刚感

觉“压力很大”。

“从外地招人来不及。”雷志刚奔走曲靖

市的各职教院校，却发现“一工难寻”——投

产时间略显尴尬：上一届学生已经就业，新

一届学生还没毕业。无奈之下，雷志刚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拨通了往届学生的电话。终

于，公司从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招来 70
多名员工，试投产没问题，但员工缺口依然

很大。

实际上，招工难困扰的不仅是隆基公

司，德方纳米、晶澳科技、阳光能源等企业也

面临同样问题。近年来，曲靖市着力发展硅

光伏、新能源电池、绿色铝精深加工 3 个千

亿 元 级 产 业 集 群 ，这 意 味 着 庞 大 的 人 才

需求。

政校企合作，为破解企业招工难和提高

职教学生专业对口率提供了新机制。

“新兴产业如火如荼，人才培养不能掉

队。”参加多场招商引资工作会后，云南能源

职业技术学院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何

滔决定尽快申办光伏工程技术专业。经过

深入市场调研、了解产业需求，云南能源职

业技术学院的光伏工程技术专业正式开班。

如今，曲靖市招商洽谈会已经将教育体

育局、职教院校都纳入，职教院校可以及时

了解市场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专业设置和

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现在，招几百人只需要一天。”雷志刚

说。短短几年，曲靖市硅光伏产业高速发展

的同时，光伏产业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也有

了提升。

人才培养“订单式”

2021 年，曲靖市第一届“新型现代学徒

制隆基班”（以下简称“隆基班”）开办，隆基

公司与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工业技

师学院等院校共办订单班。“隆基班”学员在

校期间，就可以常态化进入公司参观、实操，

早早熟悉岗位，了解职业所需。

“我学习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入职氩

气运维岗，专业还算对口。”云南能源职业技

术学院 2019 届毕业生杨劲松作为隆基公司

第一批入厂员工，入职时正值公司设备调试

之际。“一半知识来自学校，但仍花了个把月

才真正熟悉岗位要求。”杨劲松说，“要是在

单晶硅生产一线，培训时间至少得半年。”

得知 2022 年学校的光伏工程技术专业

已开始招生，光伏组件太阳能板的生产流程

在校就能实操，杨劲松感叹：“学弟学妹们赶

上了好时候。”

作为云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届“隆

基班”学员，陈慧毕业后入职了隆基公司。

“隆基班”学习为期 1 年，在校完成专业课程

后，陈慧半年都在公司实训，生产流程、工作

规范熟记于心。正式入职后，不仅上手快，

“身边都是同学和朋友，环境熟悉，和学校差

别不大。”陈慧很快实现学生到员工的身份

转换。

想要进入“隆基班”学习并不容易。考

虑到用人需求，除了招收对口专业学生，也

招收其他专业的学生：564 人报名，考核成

绩、面试筛选后，最终入选的仅有 399 人。

在曲靖市，晶澳科技办起“晶澳班”，阳

光能源开设“阳光班”，“订单式”“定制式”人

才培养模式让曲靖校企交流、合作更深入。

在校期间，学生不仅掌握了专业技能，也熟

悉了企业的生产规范。

专业围着就业转

“设置新专业评价标准众多。在曲靖

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与 3 到 5 个企业深

度合作。”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张兴华

说，合作企业往往指向就业，不同于研究型

大学，职业院校必须紧紧围绕学生就业设置

专业。

曲靖市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严波介绍，

专业设置既要有市场前瞻、为产业发展蓄

力，也不能盲目跟风、扎堆建设热门专业。

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

专业对口率已经成为曲靖职教院校的考核

指标。曲靖技师学院党委副书记李繁华说，

还没毕业学生就被“预定”的情况不在少数，

有的学生甚至被多家单位抢着要。

“不少职教院校是把学生送到企业去，我

们是把企业引进来。”曲靖应用技术学校电子

商务专业教师孔丽说，学校搭建了实训基地，

学生可以在电商平台开网店、做直播。曲靖

应用技术学校学生黄泽在校期间，与同班同

学创办淘宝店，一年赚了 2万多元。

“学校 90%的学生来自农村地区。”曲靖

应用技术学校校长刘进权说，一人就业就能

改变一个家庭，职业教育对提升农村家庭收

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用很大。

如今，曲靖主城区因为产业集聚迎来人

口回流。2022 年末，曲靖市常住人口增加约

5.5 万人，进而带动了城市消费需求的增加。

云南曲靖探索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专业跟着产业走
本报记者 朱思雄 杨文明

探索“订单式”人才
培养，搭建校企合作新平
台，专业设置围绕就业需
求……近年来，云南省曲
靖市积极探索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发展，以教促
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
产学合作，让产业需求更
好融入人才培养，推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核心阅读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邛海水光与远山

相映成趣，古树郁郁葱葱，山水画卷尽收眼底。作为四

川西南部最古老的城镇之一，近年来，西昌市积极制定

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和乡村规划，有序

实施保护项目，构建起系统性、全要素的历史文化保护

体系。

步入西昌大石板古村，一排排土墙青瓦的川西南

民居颇具特色。“村子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历来商

贾 云 集 ，留 下

了 不 少 古 民

居。”大石板社

区党委书记资

君红说。通过

修 缮 古 迹 、保

留 历 史 风 貌 ，

大石板古村游

客多起来，村里乘势引进民宿、康养等业态，很多村民

得以在家门口创业务工。

2021 年，西昌启动建昌古城保护更新项目，下足

绣花功夫，保留原有肌理，有序推进古城修复。“我们专

门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委员会来统筹工作，相

关部门权责明晰，配合也更高效。”西昌市住建局局长

余加贵说。

西昌从古城、街区、院落 3 个层面开展保护更新工

作。“通过疏解过密人口、恢复历史景观等方式，古城整

体面貌有了改善，历史建筑和文物得到保护性修缮。”

西昌市副市长唐国莲说。街区与院落从微小处着手，

实施“小单元、渐进式、微更新”的成片保护模式，修补、

更新街区绿地景观和服务设施，分类制定古院落保护

提升策略，引入书院画室、非遗文创集市等创新业态。

日头西斜，建昌古城里的古戏台前热闹起来。正

在展演的邛都洞经音乐历史悠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 现

在 ，传 统 艺 术

常态化走进古

城 ，周 周 有 演

出 ，历 史 文 化

与当下生活融

为一体。利用

已完成修缮的

历史建筑，西昌增开了蜀绣、茶马古道、彝族服饰等微

型博物馆，让古城的故事广为流传。

保护用心，活化出新，西昌的探索还在继续。“我们

正积极开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平台建设工作，对

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建筑、名木古树等进行数字化

信息采集和整合。”西昌市委常委、邛海泸山风景名胜

区管理局局长毛敏表示，发挥数字技术作用，历史文化

保护利用质效将进一步提升。

四川西昌

下绣花功夫 护古城风貌
本报记者 李凯旋

本报北京

12 月 24 日 电

（记者王洲）近

日，《北京市关于推动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其中明确

提出：到 2027 年底，在全市形成标杆孵化器示范引领、

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骨干支撑、其他科技企业孵化器

功能齐全的梯度接续创业孵化体系。

支持孵化器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顶级

战略科学家，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开展超前深度孵化；

支 持 孵 化 器

围 绕 产 业 垂

直 领 域 ，建 设

专业技术服务平台，做深产业孵化服务；支持京津冀

孵化器联合挖掘培育早期项目，强化三地协同孵化

……《指导意见》共 5 部分 18 条具体举措。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张宇蕾表示，《指导意见》的

出台，将充分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的资源优势，进

一步打通科技创新、转化孵化、企业培育和产业集聚

的全链条，为北京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 18项举措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发展

本报太原

12 月 24 日 电

（记者付明丽）

近日，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开馆。北齐壁画博物

馆总占地 2 万平方米，依托“2002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的北齐徐显秀墓原址而建。

北齐徐显秀墓是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

有 1400 余 年

历史，保存有

北齐时期壁画

330余平方米，壁画彩绘各类人物超 200个，其面积之大、

绘画水平之高、保存之完好，较为罕见。该馆全面展示北

齐壁画艺术特色，生动再现了北齐时期的生活图景与社会

风貌，并通过VR等数字技术带给观众更好的观展体验。

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开馆

本报沈阳

12 月 24 日 电

（记者刘洪超）

记者获悉：辽宁省积极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

建设，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葫芦岛市绥中长城博物

馆的各项基础工程及配套工程已完工，各展厅布展完

毕，即将开馆。

据 介 绍 ，

以 长 城 文 化

遗 产 廊 道 为

载体，辽宁衔接河北明长城、内蒙古燕秦长城资源，设

计长城文化和旅游专线，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推

荐的 7 条线路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长城主题国家

级旅游线路，5 条线路入选长城主题精品线路。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辽宁段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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