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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职业教育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厅市共建，
我省职业教育紧紧抓住县域是我国乡村振兴主战场的关键，创优人才
链、做强产业链、培育创新链、延伸文化链、提升价值链，在学历教育、短
期培训、社区服务、技术服务、创新创业等方面多元发力，为龙江乡村振
兴提供职教支撑。

聚焦产业链，做强供应链。近两年，国内知名职教专家 1000多人
次线上“答疑解惑”与线下“把脉问诊”，把论文写在黑土地上，东北农业
大学、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和黑龙江农
垦职业学院等省内涉农高校与 9县（市）紧密协作，先后成立了齐齐哈
尔畜牧产业学院、齐齐哈尔绿色有机食品产业学院等5个产业学院，把
学院建在产业链上，将专业对接在供应链上。9县（市）职教中心共开
设作物生产技术、畜禽生产技术、园林绿化等涉农专业教学点18个，涉
农类专业全日制在校生1668人。

聚焦生态宜居，培育创新链。齐齐哈尔市各中职学校积极推动集
约化种养殖、绿色生态农业等创新发展，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建设。甘
南县与东北农业大学共同设立各类示范推广项目 22个；依安县打造

“生态畜牧养殖示范”“有机农业产教融合创新示范”等四大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开创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农科教多位
一体的新格局。

聚焦有效培训，创优人才链。制发《齐齐哈尔市职业培训资源整合
实施方案》等文件，健全市、县、乡、村四级职业教育培训网络，与各委办
局、企业、行业、合作社互动融通，9县（市）针对乡镇村组干部治理能力
提升、高素质农民培养等重点，年开展培训 12万人次，其中，高素质农
民培训3000余人、农村人口创业就业培训5000多人。

聚焦乡风文明，延伸文化链。以社区教育四级办学网络为依托，率
先实现县（市）区社区教育全域覆盖，开通“齐齐哈尔市市民学习网”，被
教育部确定为全国 5个社区教育学习体验基地之一，龙沙区被教育部
确定为全国社区教育试验区，16家社区教育学院、165家社区教育学
校、1217家教学点全部建成并挂牌。通过讲座，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
设，在提高农民素质、推进社会治理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惠及群众逾百
万人次。

聚焦生活富裕，提升价值链。县域职教中心学校均组建以高职、中
职院校专业教师为主要成员的为农服务小分队，公开“为农服务 110”
热线电话，随时向广大农民提供科技知识宣传、推广等服务，年开展活
动 500多批次，解决种养殖技术难题百余个，使 2000多户农民脱贫致
富。培养培训学员中涌现出创业典型 200余位，其中甘南县农民学员
高永红所开办的“霁朗米业”资产达2.3亿元，成为甘南县最大的农民自
办企业；依安县霍祁颖创办的瑞丰商贸有限公司，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

“领头雁”；讷河市月嫂培训学员滕桂晶，创办了讷河市华莉母婴服务中
心，吸纳妇女再就业100余人，成为巾帼创业楷模。

经过多年厅市共建的实践探索，齐齐哈尔市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
兴效能发挥良好，为县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齐齐
哈尔市 7个村镇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镇，5个村跨入 2022年全
国乡村特色产业超亿元村，3个村入选第十二批全国“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4个村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甘南县成功入选全国首批乡
村振兴示范县，齐齐哈尔市4县（市）入选2022年全省大豆大垄密植技
术模式提产增效示范县，粮食产能长期总体稳定在250亿斤以上，占全
省的1/5、全国的2%以上……

如今，我省县域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发展奠定坚实教育
基础，为县域产业发展、技能传承与创新及乡村社会治理培养了高水平
人力资源，满足了县域民众对更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巩固了国家粮食安
全“压舱石”地位，让龙江人更加坚定了“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信心
和决心。

示范引领示范引领 打造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高地打造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高地
□赵超 王祥林 本报记者 赵一诺

一次职教盛会，一场成绩检阅。
日前，在齐齐哈尔市召开的全省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上，200余名参

会代表兵分3队，以校企论坛、现场讲解、视频连线等形式，为乡村技能人才培养献计献
策，多维度展示厅市共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创新发展示范区的建设成果……龙江
职教好声音接连传来。

2021年，积极响应东北全面振兴的时代号召，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与黑龙江省教
育厅制定印发了《关于共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以
产教融合为主线，以科教融汇为方向，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
以齐齐哈尔市整市推进服务乡村振兴为试点市，省教育厅与齐齐哈尔市共建职业教育
创新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服务乡村发展，强化政府统筹，推进国家和省有关
政策在齐齐哈尔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着力破解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痛点、难点、
堵点问题，开启统筹市域职业教育特色发展先行先试的建设之路。

龙江职业教育像一块璞玉，经过精心打磨，逐渐熠熠生辉。
部省共建国家现代农村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建设时期，齐齐哈尔市作为全省唯一

的试点市，持续提升了县域职业教育学校基础办学能力、服务“三农”能力；厅市共建职
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中，齐齐哈尔市再次成为全省唯一的示
范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驶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厅市共建方案实施以来，面
向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新生态，齐齐哈尔市9所省级以上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学
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主动扛起服务乡村振兴的政治责任，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目标，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支撑，全面助力农业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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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甘南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陶瓷青花汾水画技艺代表陶瓷青花汾水画技艺代表
性传承人性传承人康建华在作画康建华在作画。。

职教中心教师为合作企业直播销售玉米。

职职教教中心专家为村民讲解种植技术中心专家为村民讲解种植技术。。

泰来县大兴镇中心
学校学生在运动场上。

职业学院职业学院教授带领学生进行大豆教授带领学生进行大豆
有性杂交试验有性杂交试验。。

校企合作对接会现场校企合作对接会现场。。本版图片均由受访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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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省教育厅与齐齐哈尔市
以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为工作基点，畅通职业学校升学就
业渠道，不断扩容职业教育资源，紧扣乡村振兴发展新趋势，对接区域经济发展，深
化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

职普融通，构建服务乡村振兴的职业教育培养体系

近几年，位于黑、吉、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地嫩江北岸的泰来县大兴镇中心学
校，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大，这里的学生几乎人人会乐器、个个有特长，升入优质高
中的学生数量在当地名列前茅，职高毕业的学生也大多成为当地种植养殖技术能
手和致富带头人。这所学校赢在了哪里？从教 40年的大兴镇中心学校校长李果
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针对农村学校实际，他们创新办学模式，学校1997年设立
职业高中班，2000年在普教班增设职业教育课和劳动技术课，2001年推行发展目标
教育，让农村孩子重拾信心。

学校根据每个学生自主设定的长远目标、阶段目标和近期目标，带学生到当地
企业进行职业体验，引导学生对自己的兴趣、能力、职业倾向、发展潜能等有所了
解。在学校引领下，每个学生都打开了属于自己的那扇门，获得出彩人生。

泰来县大兴镇中心学校人才培养改革是我省探索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我省通过撤销、合并、转型、停办等方式，优化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布
局。省教育厅指导齐齐哈尔市制定了《齐齐哈尔市职普融通型特色综合高中（班）
试点创建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关于加快大兴式综合中学创建工作方案》等文件，
畅通了“对口升学、单招单考、免试入学、中高职衔接”四种升学路径，搭建了普职融
通、校企合作、中高职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构建形成了“省市办高职，县域办
中职，省市县统筹，中高职一体”的职业教育办学新格局。齐齐哈尔市在全省率先
开设了初中学生职业指导课，率先举办了全市的中职学校“职教技能节”“开放体验
日”活动，高中阶段职普比例连续多年全省第一。

依安县、克东县职教中心学校与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签订合作协议，开设
“县招、校培、企用”订单班，创新培养本土化实用人才新模式，形成招收当地生源、校
企共同培养、留在县域就业新型政校关系，首批为3个县域企业和乡村定向招生培养
96人。实现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县域人才反哺”实践道路，在讷河、克东等地建设
了14所大兴式综合中学，“大兴模式”被中国教育报刊载，入围全国教育典型案例。

产教融合，打造与县域产业适配的职业教育共同体

一场细雨刚过，甘南县兴隆乡奋斗村村民张荣利抓紧时间给赤芍除草。曾经，
她因赤芍长势不好想放弃种植，是甘南县职教中心的技术专家组隔三差五入户指
导，让她有了勇气。如今，她不但扩大了赤芍和白芍种植规模，还为村民当起了中
草药经纪人。“按照目前的价格，赤芍一年能收入5000多元，是原来的几倍呢。”张荣
利笑容满面地说，“在甘南县职教中心组织的中草药培训班学习了 3年，我不仅成
了种植大户，还当起了中草药经纪人。”

省教育厅积极推动齐齐哈尔市政府与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共同牵头组建齐齐
哈尔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齐齐哈尔市成立了现代农业职业教育联盟与现代服
务业职业教育联盟，全面优化县域中等职业教育布局，依托区域产业优势，打造富
裕县职教现代农业生态园基地、甘南县职教中心中草药基地、依安县职教中心黑土
地保护性耕种基地和陶艺基地等9个特色产教融合基地，推行“百职联百企”活动，
基本形成了一县一校、一校一品的办学格局。

科教融汇，形成职业教育助农兴农惠农的有效合力

不久前，在依安县乡村振兴学院大豆选育协同创新中心，来自黑龙江农业工程
职业学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第四、五、六积温带寒地大豆新品种选育工作，此前，他
们选育的多种优质寒地大豆早熟品种已在依安县等县域广泛种植推广。

据介绍，乡村振兴学院是集聚政校企和社会资源搭建起的职业教育服务乡村
振兴的综合平台，省教育厅部署省内涉农高职院校与9县（市）政府对接，共建9个
乡村振兴学院，建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教工委书记为院长，主管县长与高职院校负
责人为副院长，职教中心学校校长为执行院长的组织架构。成立了由 237名国内
不同涉农专业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和17支科技推广服务队，开发培训资源
包，携手开展面向农业、农村、农民的各级各类培训和科技推广、送教下乡活动。截
至 2023年底，仅甘南县乡村振兴学院就累计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近 4000人，涌现出
如“霁朗米业”高永红、“青贮玉米大王”孙兰军等创业典型和致富带头人近300人；
开展焊工、电工、育婴、中草药等近 40个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年培训人数达 3000
人以上。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教惠农的同时也带动了县域职教中心科研能力
提升，甘南县职教中心的《县级职业教育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研究实践》，获得2022
年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该校提交的《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服务乡村振兴的
政策与实践研究》，成功立项国家A类重大课题；齐齐哈尔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县域
职业教育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立项黑龙江省教育学会“十四五”重点课题。

职业学院学生在创业基地做
植物日常养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