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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宋 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职
业教育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
应性”的明确要求，让职业教育
的发展迎来改革窗口期，再次
引发社会关注。

在日前召开的内蒙古自治
区两会上，长期关注职业教育
发展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
民族经济学博士、内蒙古自治
区政协委员李文平，再度就如
何实现职业教育更好发展提出
提案。在他看来，内蒙古自治
区应紧紧抓住这次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的机会，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培养出大批留得住
用得上的技能型人才，是实现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职业教育亟待变革

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
内蒙古自治区内共有36所高
职院校，20.71万名在校生；237

所中职学校，16.85 万名在校
生。其中，高职示范校（国家
级）4所，中职示范校（国家级）
1所，中职示范校（自治区级）
21所；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中职）1所，自治区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中职）38所，现代学徒
制试点（高职）4所。高职教职
工总数 1.55 万人，专任教师
1.08万人；中职教职工1.82万
人，专任教师1.36万人。

“如果从数量和规模上看，
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已经到
了新的发展阶段，但办学品质
亟待提升。”李文平对中国城市
报记者表示。

在李文平看来，导致当前
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难以实
现质变的因素主要有高中阶
段教育结构不合理、职教体系
建设存在瓶颈、产教融合未能
有效落实等。“说白了还是人
们长期以来对职业教育的偏
见未能有效消除，职业教育培
养出来的学生在就业上缺少

‘直通车’以及‘双师型’教师队
伍的缺乏，也是制约职业教育

实现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李
文平说。

当前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
中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难以
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双师型”教
师队伍，出现了“企业专家只懂
生产，校园老师只会讲理论课”
的分隔僵化局面。

对此李文平建议，要发挥
行业企业在培养“双师型”教师
中的作用，引导驻区央企、国
企、大型民企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设置访问工程师、教师企业
实践流动站；推动校企在共建
教师发展中心，员工培训、课程
开发、实践教学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同时，教育部门应出
台鼓励教师立足专业开展科
研，服务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
研发的激励政策，形成师资队
伍在校企之间的良性互动。

李文平告诉记者，虽然当
前很多学校都打出了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招牌，但这些合
作多半停留在纸上，落到实处
的并不多。此外，部分中职学
校的校园建设还没有达到国家

标准，中职生均公用经费拨款
制度还未完全落实，现有教师
队伍也多数是“从校门到校
门”，没有企业工作经验，一系
列的问题都让职业教育不断被
边缘化。

顶层设计助力职教改革

2020年9月，教育部等九
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行动计划（2020—2023年）》，
其中明确提出：完善省（区、市）
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
职业教育工作制度。

李文平建议，内蒙古自治
区应该成立由自治区党委领导
牵头推进职教改革发展的专门
机构，把职教发展放到为助推
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借鉴
发达地区经验，由国资委牵头
成立职教投资集团实体。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
也是乡村振兴全面启动之年，
如何让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李文平给

出了自己的建议：“自治区城市
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部门可以
规划一些以职教为主题的特色
小镇，引进现有职业院校、技工
学校以及产教融合企业入驻，
形成产教一体、资源共享的现
代化职教小镇，成为产城融合、
产教融合的示范园，着力打造
我区边疆民族地区特色的职业
教育样板城市。”

职教发展需社会更多关注

从世代相传的“学徒制”走
来，中国职业教育在近年来迎
来了发展的春天，已经成为国
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如何才能更上一层楼，
使其成为推动内蒙古自治区经
济发展的“加速器”，李文平认
为，应该在全社会树立“大职业
教育”观，广泛凝聚推动职教事
业发展的一切力量，推动职业
教育全面发展。而要做到这一
点，就要充分发挥社团的作
用。李文平告诉记者，在中国
职业教育领域，由黄炎培、蔡
元培、张謇等知名人士成立的
中华职教社具有广泛的影响
力。内蒙古自治区的中华职
教社成立已有20余年，但由于
一直没有专职队伍，作用发挥
不明显，建议自治区党委、政
府对其进行加强，充分发挥其
特色和优势，为自治区职教事
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李文平建议，自治区教育
和人力部门应尽快出台保障职
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专项政策，
让高职毕业生和其他高校毕业
生一样有公平的择业机会，清理
一切有关职校毕业生就业的歧
视性政策。同时，各地方政府要
把握好高职扩招的机遇红利，主
动与高职院校对接，鼓励开展把
高职教育送到家门口的办学方
式，培育能留得住、用得上、服水
土的一线人才。

让职教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加速器让职教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加速器
—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委员李文平

江苏如皋：农家书屋
打造乡村寒假课堂

2月 1日，江苏省如皋市
长江镇永平社区农家书屋开
展“防疫小课堂”主题活动，志
愿者向学生们宣传安全卫生
知识，提高学生假期自身防护
能力。

寒假期间，如皋市 347个
农家书屋结合“缤纷冬日”主
题，为孩子们开设防疫、非遗、
书法等小课堂，丰富乡村孩子
们的寒假生活。

人民图片

■陆 健 严红枫

2月1日，浙江整合全省文
献资源集于一身的信息资源共
建共享平台上线运营。在这个
平台上，全省联合目录全面揭
示了馆藏文献信息，实现全省
文献信息资源一站检索、统一
揭示，帮助用户快速了解文献
在全省的分布情况，为文献获
取提供线索。

“这个平台可以打破图书
馆和图书馆之间，地区和地区
之间的信息壁垒，把全省的文
献资源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
形成全省图书馆一张网、文献
资源和活动信息一朵云，实现
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提升

图书馆服务效能。”浙江图书馆
馆长褚树青说。

为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
向公共图书馆延伸覆盖，2020
年6月，浙江省启动公共图书
馆服务大提升行动，以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朝着整
合图书馆资源、实现一体化管
理的方向迈进，努力解决图书
馆布局不合理、基层群众借书
难等问题。

通借通还服务是浙江省公
共图书馆从读者最基本的借还
需求入手，以省、市、县联合服务
的形式打破公共图书馆服务边
界、提升图书馆基础服务效能。
2020年12月底，杭州地区图书
馆率先与省馆实现了通借通还，

浙江省成为国内率先实现省内
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地区之间
纸质图书通借通还服务。

“全省通借通还可谓‘一证
在手，借遍全省’。”浙江图书馆
副馆长胡海荣说，“以往常常有
读者拿着其他馆的书想还到浙
图，或者希望浙图的书能有更
多的还书点。如今通过数据平
台时时交互，后台物流定期流
转，读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同
时，便利的服务也让读者在轻
松还书之后，有更多的时间留
在图书馆挑选喜爱的图书。”

浙江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
积极优化场馆布局，以打造城
市15分钟、乡村30分钟公共
文化圈为目标，建设老百姓家

门口的图书馆。2020年以来，
浙江省各级公共图书馆通过共
建、合作等方式建成200余家

“图书馆+”模式具有地方特色
的各类主题图书馆和城市书
房。截至目前，全省各类主题
图书馆和城市书房的总量超
900家，更多的主题图书馆和
城市书房让老百姓走出家门不
远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公共文
化服务。

此外，2020年浙江全省各
级公共图书馆通过区域联通、
网络互通等技术手段，加快推动
图书资源向基层和农村下沉。
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已有
34%村级基层综合文化中心、农
村文化礼堂纳入当地的公共图

书馆业务管理系统中，为读者提
供图书借还服务。根据服务大
提升行动目标，未来将有更多的
农村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省市县的图书馆资源。

以信用为依托，免除读者
证和借书押金，是浙江省公共
图书馆以联合形式打破区域限
制、推进无边界无差别服务的
又一重大举措。目前，浙江全
省100%的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都推出了信用免证免押注册
服务。除此之外，读者还可以
用自己的市民卡、社保卡等免
费开通借阅功能等，实现借阅
服务无门槛，使图书馆服务更
加便利和人性化。（本文转自

《光明日报》，有删改。）

浙江省率先实现全省图书通借通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