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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村职教改革创新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全国县级职教中心发展联盟年会发言材料

陕西省眉县职业教育中心 郑海龙

眉县地处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南依巍巍秦岭，北临涛涛渭

水，总面积 863 平方公里，辖 8 个镇(街)，86 个行政村，33 万

人，是成周首善之区，文昌教盛之邑，自古文脉薪传，尚学重

教。眉县职教中心始建于 1999 年，是首批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

陕西省首批示范性中职学校。学校占地 138 亩，建筑面积 50951

平方米，现有教师 150 多人,在册学生 3000 余人，共开设 5 大

类 12 个专业，建成有汽车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工电子、机械

加工、旅游服务等 5 大校内实训基地。学校先后荣获 “国家级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全国就业指导工作先进学校”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陕西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等多

项荣誉。

近年来，围绕“创建西部农村职教名校”的奋斗目标，我

们始终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思路，

积极构建“多方参与，多元合作”的办学模式，聚焦人才培养

质量，推进校企深度融合，强化教育教学改革，全力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乡村发展战略。学校各项工作保持了快速

发展、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统筹资源，拓展功能，构建多元合作办学模式

积极整合农业、科技、人设、教体等部门的培训资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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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一中心（县级职教中心）、八骨干（镇街成技校）、86 个

辐射点（村级成技校）”的职成教服务网络体系；作为体系龙头，

我们大力推进“校企合作、校校合作、多元融合”的办学模式，

借力陕西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优势，实施“3+2”办学合作；牵

头组建了宝鸡现代农业职业教育集团，参与陕西装备制造、杨

凌现代农业等职教集团，开展行业信息共享、师资培训交流；

通过引企入校、定单培养等合作，使企业深度参与学校人才培

养和专业建设；构建了政府、部门、行业、企业、高校等多方

参与、多元合作的办学模式，形成了融职业教育、成人教育、

科技示范、技术服务为一体，统一规划、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的大职教格局。

二、对标市场，聚力改革,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是通过调研行业发展现状及人才市场需求，构建了“以

职业活动为导向”的“产教相融、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修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构建了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体系，自编了 53 门课程标准,8 门

精品课程教材、17 本校本特色教材；进行了项目教学法和任务

驱动法等“行动导向”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实践和创新。承担的

科研课题《“全程阶梯式”产教相融、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探

索与实践》《“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在中职学校的应用与研究》

分获陕西省 2018 年中职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汽车维

修等 3 个专业建成了省级示范或精品专业。

二是坚持内培外引，打造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开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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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的校本培训，提升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外派教师参加企

业轮训、顶岗实践培训，提升教师专业技能水平；从企业和高

校聘请行业企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担任专家顾问和兼职教师，

参与专业建设，打造“双带头人”、专兼结合的高素质教学团队。

近三年，先后引进本科及硕士研究生 18 人、聘请技术专家 25

人，学校 “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 100%；52 名教师被命名为

省市县三级骨干， 近百名教师在国、省、市教学技能竞赛中脱

颖而出。

三是开展考核方法与教学评价改革。构建了学校、企业、

行业、家庭共同参与，德育、学业、顶岗实习多维度评价的“四

横三纵-网格式”多元评价体系。将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拓展为包

括学生基本素质、计算机能力、普通话水平、专业技能、学业

成绩在内的 5 项考核内容，使学生的职业素养、职业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近三年，学生参加中职学校技能大赛获市级以上等

次奖 138 项，其中国家级等次奖 5 项，省级一等奖 21 项；毕业

生“双证书”获证率达到 95%，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

三、上下贯通，互惠互利，大力推进校企深度融合

成立了校企合作专门机构，制定了《校企合作管理办法》，

积极开展校企教学资源、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的交流合作：聘

请行业、企业专家成立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指导学校专业建

设和教学改革；建立企业技术骨干、学校专业教师双向交流机

制，带动教师专业成长；校企共建实训基地，设立定向班，开

展订单培养；建设校外实训基地，开展顶岗实习，提升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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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能力；引企入校，开展校内生产性实训，实现零距离对接就

业。逐步形成了上下贯通，互利互惠，深度融合的校企合作机

制。

近年来，先后与三星视界等 20 多家企业建立长期的校企合

作关系；建成陕汽集团等 13 家校外实训基地；开设富士康鸿准、

东风裕隆、吉利汽车等 10 个定向培养班；校企共建 5 个、改扩

建 20 个一体化校内实训室；引企入校建立宝鸡强劲、西安炎兴、

安驰汽修等 3 个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积极推进产教融合教学

模式实践，强化学生职业能力。

四、聚焦三农，服务区域，全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一是适应县域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把猕猴桃、樱桃、草莓

等农产品生产、销售作为农民教育培训重点，依托 “一中心、

八骨干、86 个辐射点”的职成教服务网络体系，开设“三个课

堂”（固定课堂、田间课堂、网络课堂），对全县专业经纪人、

营销大户、种植农户进行全方位培训，每年培训农民近 2 万人

次。特别是近年重点指导、培训农民开展农产品网上销售，眉

县的猕猴桃、大樱桃、红提葡萄、奶油草莓等农产品通过网络

销售到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互联网+农业科技培训服务”

模式成为助力农民增收、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二是开展农业产业化信息服务。开设“为农服务专题网站”，

建立农业科技信息采集和发布中心，定期出刊《职成教育简报》

和《金果信息报》等，服务农民开展农产品种植和销售，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业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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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争取项目资金 2000 万建设“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

注资企业建成“金果园艺现代农业生物组培室示范基地”、“新

西兰环球园艺眉县千亩猕猴桃示范基地”，推行“基地+企业+农

户”的为农服务模式，通过新技术、新品种研发、引进和推广，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目前全县涌现出了 10 余个科技型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县域主导产业猕猴桃栽种达 30 余万亩，被国家确

定为猕猴桃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和全国唯一的无公害猕猴桃科技

示范县，并被中国果业协会授予“中国猕猴桃之乡”称号。

四是坚持“学校对接企业、专业服务行业”，根据区域行业

企业特点，积极调整专业设置，为区域内企业培养技术人才。

近年来为陕汽集团、太白酒业、农夫山泉、太白山国家森林公

园等域内外企业输送人才近万人。同时，着眼全域旅游发展，

挂牌成立宝鸡市旅游人才培训中心，开展县域旅游行业全员轮

训，“学历教育+行业轮训+基地辐射”的旅游人才培养培训模

式助推县域旅游开发实现了重大突破。旅游人才队伍专业化水

平显著提高，近两年，全县接待游客 800 多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63.7 亿元，太白山旅游区跻身国家 5A 级景区，眉县

跻身中国旅游百强县。

五、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扎实推进职教扶贫攻坚

“扶贫先扶智，没有比教育更好的脱贫方式。”面向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我们实施了 “职业教育双证书融通工程”，

帮助 93 名贫困户子女拿到了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和学历证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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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安置就业。开展了技能扶贫行动，结合县域主导产业，深

入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保证了贫困家

庭劳动力培训全覆盖。针对贫困户和“双返生”，开展农民继续

教育和家政服务、电子商务、旅游服务、汽车驾驶、农家乐餐

饮服务等技能培训，为贫困家庭培养有一技之长的劳动力，帮

其脱贫致富。照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与陕西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签订了“双百工程”合作意向书，先后开展农村实用技术、

乡村旅游等扶贫培训，使近 500 名贫困农民受益。创新推进职

教扶贫“三种模式”：一是面向职校贫困户子女，推行“一对一”

扶贫工作模式；二是将扶贫工作从单方“输血”转变为互动“生

血”，探索建立“技能定向扶贫”模式，借助 “吉利班” “裕

隆班”等校企合作定向班，形成了“帮助一个家庭、一个孩子，

学得一门专长”的扶贫模式，先后有 200 多名孩子得到帮扶，

100 户贫困家庭点燃了脱贫希望之光；三是响应“大众创新、万

众创业”号召，探索建立 “双创教育助力扶贫”模式，联合“齐

峰果业、金果公司”等校企合作企业，设立专项创业基金，通

过创新教育、创业培训、创业孵化、创业示范等方式，先后孵

化多个创业店铺运营平台，摸索了一条为贫困家庭中职学子创

业脱贫的发展新路。

改革催生动力，创新激发活力。眉县职教中心正是在不断

的锐意改革和开拓创新中塑造了品牌形象，成为了全市乃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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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职业教育一张抢眼的靓丽名片。近两年，全国涉农职教干部

培训现场教学班、全省中职学校教学诊改工作现场会、全省中

职校长培训现场教学班等大型职成教育工作会先后在我校召开；

新疆、甘肃、安徽、内蒙等数十个兄弟省份和省内的 100 多个

教育考察团来我校交流学习；中国教师报、陕西日报、陕西电

视台、宝鸡日报、宝鸡电视台等 30 多级新闻媒体报道了我校职

教发展的经验成果。

各位领导、同仁，虽然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我们深知，与在座各位兄弟单位相比，我们的工作还远

远不够，与国家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

的差距。希望各位不吝赐教，多提宝贵意见，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完善管理体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服务“三农”水

平，为创建西部农村职教名校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