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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新的历史节点，时

代发出了“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召唤。

厚实“人才土壤”留住更多“乡愁”
谁能想到，居然有学校为了一款网红零

食会专门“开个班”。

平江是“网红辣条之乡”，目前年产值

200 多亿元，卖到了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全国1000多家辣条企业中，平江人创办

的企业占90%以上，就业人数达20多万。

得益于“先天资本”，肩负着壮大当地食

品业发展的使命，2019年，平江职业技术学校

与平江玉峰食品实业有限公司“麻辣王子”品

牌开展订单式培养。2020年9月，学校开设

“辣条专业班”，招收了59名学生。

“过去家乡留不住人也招不来人，一度成

为制约平江发展的瓶颈。如今，联手企业办

学，更多农村孩子在家门口就业，产业也更兴

旺了。”平江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向伟卫说。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重点为农村地区大力

培养乡村小学教师和幼儿园教师，学校每年

组织学生参加湖南省特岗教师招录考试，录

用人数占全省录用总人数30%以上……

充分挖掘专业动能，职业教育为乡村振

兴留下更多人才“火种”，点亮希望。

皆有“可为”更皆有“作为”
安化职业中专学校（安化黑茶学校）被笑

言“是从山里挖开的”。走到哪里都要上楼梯，不难想象

这座处于大山深处的学校建成有多艰辛。

“远处那块空地，不久将建起一座‘茶文化体验中心

’。”5月26日，站在学校高处，校长刘迪安介绍，“茶文化

体验中心”致力于承担“集中展示黑茶文化”“引入企业搭

建电商平台”“创建茶艺特色表演”等多功能。

早在2011年，学校加挂了“安化黑茶学校”校牌，迅

速开办茶叶生产与加工、茶艺与茶营销等专业。同时，积

极与省内首批产教融合企业之一的湖南省白沙溪茶厂深

度合作，开办以来专业对口就业率达100%。

让“高手在民间”成为新常态
从菜地里摘一些蔬菜叶子，和着糠米拌成鸡食，放到

鸡圈里。5月26日下午4时，益阳赫山区岳家桥镇大塘村

村民贺雨珍结束了一天的喂养工作。“这批鸡太好养了，

每只鸡一天能产1个蛋，价格也卖得高。”贺雨珍笑着说。

贺雨珍口中“好养”的鸡，是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师生

技术团队改良的土黑鸡品种。如今，大塘村参与土黑鸡

圈散养殖项目的村民达300多户，依靠养殖土黑鸡每户

年均增收4000元以上。

益阳卫生职业技术学校着力打造“扶贫工厂”，将当

地服装企业车间“搬”到乡下，让不少女村民掌握了缝纫

知识；2019 年为 50 名建档立卡户开展育婴护理培训，

并联手“58 同城”与当地家政企业开展招聘，当即便签

订了30份合同……

培训帮扶，扶心扶力更扶智。湖南职教人正扛起扶

贫担当，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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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为传承“楚怡”职教历史，新化县职

业中专学校更名为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

传承：培养区域产业需要的技能人才
5 月 26 日，记者走进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

学校利用新化是全国文印之乡和全域旅游重点县

的地域优势，重点打造了数码图文、旅游服务管理

等特色专业。据初步统计，2019年新化文印人遍

布全国，年产值达880多亿元，属新化千亿特色产

业，占据了国内文印市场70%以上的份额。

学校还将目光投向了当地的先进陶瓷产业，

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合作开办先进陶瓷产业学

院，为新化100亿先进陶瓷产业培养技术人才，并

将辐射到全省乃至全国。

校长罗荣说，学校将在楚怡精神的引领与激

励下，打造县域职教改革样板校，培养服务区域经

济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发扬：放眼未来所需人才之培育
“‘兴工’是楚怡职教精神的落脚之处，也是学

校一直秉持的办学传统。”湖南工业职院党委书记

刘建湘介绍，学校始终以战略发展的眼光，不断优

化专业设置，紧密对接湖南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

放眼未来所需人才之培育。

2019年，湖南工业职院与苏州富纳艾尔科技

有限公司确定校企合作，培养工业视觉系统运维

的专业人才。

工业视觉相当于给机器装上眼睛，是覆盖机

械、电气、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综合性应用技术，也

是智能制造行业的重要前沿分支，在3C、新能源

汽车、工程机械行业等自动化领域广泛应用。

课程设置、人才培养采用校企双方合作。富

纳订单班一期的11名学生在“工学交替”中，能力

得到飞速提升，一部分人已成为富纳骨干技术人

员，有的被其他企业高薪挖走，有的毕业不到一年

即月薪过万元。

今年，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对照教育部印

发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升级了多个

专业，包括“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升级为“智能制

造装备技术”，“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升级为“智能

工程机械运用技术”，均着眼于产业升级对技能人

才的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职业教育紧跟“中部崛

起”“一带一部”“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在推进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上展现新担当。

专业建在产业链上
2014 年4月29日，长沙首条地铁线路启动运

营，标志着湖南正式驶入地铁时代。驾驶首发列

车的90后女司机匡丽平，毕业于湖南铁道职业技

术学院。如今，她已成为长沙地铁的“元老司机”。

长沙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彭晋明介绍，从

2010年开始，公司每年都从铁道职院订单招聘一

批毕业生。如今，在该公司机务员工中，有一半以

上是湖南铁道职院的毕业生。

自2002年开设国内首个高职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专业以来，铁道职院已与全国30余家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企业展开校企合作，为企业培养了4000余名

“能制造、会驾驶、懂维修”的复合型人才。

据统计，2020年，全省高职院校构建的专业群

达到 315 个，专业持续向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

集。

培养复合技能人才
“刚出校门便成老板”，是长沙商贸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2019届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毕业生周旺

的真实写照。2020 年 4 月，他创办了一家文创公

司，为第十六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提供

服务，收获了“第一桶金”60万元。

周旺的成功，得益于长沙商旅职院“特色立

校，高质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路

径。该校文化创意学院院长许名勇介绍，学院瞄

准长沙打造国际知名会展城市的契机，深入开展

校企、校行合作，共同培养能策划、强服务的复合

型会展人才，毕业生中有70%在湖南就业。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对接种子战略产

业，组建“王炸”种子专业群，服务中国企业和产品

“走出去”战略，倾力培养复合型国际人才。该院

2007级学生、现任袁氏种业高科技有限公司非洲项

目部经理王键介绍，通过传授中国的栽培技术，当

地水稻单产从2.5～3吨/公顷，提高到了7吨/公顷，

最高达10吨/公顷。

近年来，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我省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

2020届毕业生中，与“3+3+2”先进制造业集群相关

的专业当地就业比例分别达 83.76%、77.74%、

75.11%，远高于全省 58.32%的均值，成为“湖南制

造”向“湖南智造”加速迈进的重要支撑。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瞄准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新兴产业，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转型升级专业设置，引进我国著名

的指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专家李德毅院士开设院

士工作站，自主研制的无人驾驶观光车已试运用。

“两年来，院士工作站不仅成功搭建了科技创

新平台，更在助力企业突破技术瓶颈、培养创新人

才、服务汽车产业升级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该院党委书记邓志革介绍，对接汽车产业发

展，正成为学校加快内涵建设的强劲引擎。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紧扣“航空”办学，正为

湖南建设世界级航空动力产业集群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3月，学院全面推进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

设置复合材料智能制造技术、飞行器数字化制造技

术等专业，对接湖南省民航和通航产业发展趋势、黄

花机场T3航站楼建设和信创产业发展需求。

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湖南正大力

实施“三高四新”战略，职教人扛起新时代赋予的

使命，奋力打造全国职教高地，书写职业教育发展

新篇章。

紧贴产业发展需要 培养复合技能人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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